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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谢华安在福建省尤溪县观察Ⅱ优航1号
籽粒灌浆情况。

②20 年前，谢华安在海南省三亚市与袁隆

平院士在田间观察水稻材料生长情况。

③2022 年，谢华安在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

适中镇观察“福香占”生长情况。

本版图片由福建省农科院提供

谢华安，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福建
省农业科学院院长，著名遗传育种学家，
国家杰出专业技术人才，长期从事“三系”
杂交稻和超级杂交稻育种。获得过国家
科技进步一等奖、陈嘉庚农业科学奖、中
华农业科教奖、王丹萍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等，为中国乃至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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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中，82 岁的谢华安弯着腰，

如同一张拉满了的弓。

躬耕于田畴，这是他一生的写照。

正是这一辈子的躬身，

挺起了“国之脊梁”。

看振兴·禾下追梦□□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振中

7月20日，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三大早粳新品系
千亩示范田里，金黄的稻谷粒粒饱满，沉甸甸的稻穗
随风起伏，等待开镰。

稻田中，82岁的谢华安弯着腰，如同一张拉满了
的弓。躬耕于田畴，这是他一生的写照。也正是这
一辈子的躬身，挺起了“国之脊梁”。

“这一次，我们育种人又挺起了腰杆子。”谢华安
带领的测产专家团队欣喜地宣布：“‘中科发早粳 1
号’平均亩产将达 588.9公斤！”许多重要新品种的测
产现场，谢华安都没有缺席。这次，他又见证了早粳
稻新品系新高产的诞生。

对谢华安而言，宜春是他进行杂交水稻育种的
渊源地之一。1973年，宜春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水
稻育种专家邬孝忠非常欣赏这位同行的钻研精神，
便将“二九矮4号”以及他培育的15粒母本不育系种
子相赠。谢华安视若珍宝，和同事们利用这 15粒种
子，培育出“矮优 2号”杂交组合，开启了他伟大的杂
交水稻育种事业。

从 1973年到现在，谢华安已在这个领域深耕了
半个世纪。他主持培育的“汕优63”创多项稻作史之
最，从 1986年到 2001年一直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
水稻品种，累计推广 10 多亿亩，增产粮食 700 亿公
斤，他研制的再生稻品种与栽培技术7次刷新再生季
单产世界纪录……

从青葱岁月到耄耋之年，谢华安培育的杂交
稻推广面积变得越来越多，但他赤诚的“粮心”从
未改变。

少年初心：
“长大后让大家有一碗饭吃”

“我是从小饿着长大的。”7月6日，在全国产粮大
县吉水县，谢华安顶着高温酷暑，在田间地头观摩了
一天之后，晚上 7点多才吃上一口饭。一边吃饭，谢
华安向记者抛出这句话。吃罢，他的碗里不剩一粒
米，而且还逗趣又认真地对大家说：“大家要吃光碗
里的每一粒饭，我可要检查呵。”

不剩一粒米的背后，是饿过肚子的造粮者对“谁
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切体会。

1941年，谢华安出生在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适
中镇的一个小山村。他出生时，国家正处于抗战时
期，吃不饱穿不暖是常态，他在挨饿中度过童年。

“我奶奶饿得站都站不起来，只能坐在门槛上
喊：‘我不甘心啊，难道我就这样饿死掉。’”提到这一
幕，谢华安直到今天都心惊胆颤。

饥饿的记忆影响了谢华安的一生。一碗饭可以
拯救一条人命，一粒种子可以拯救一个国家。正是
因为挨过饿，他深知有一碗饭吃多么重要，所以“让
大家都能吃上饭”成了他毕生的奋斗目标。

“当年入行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解决人们的吃
饭问题。”

1959年，从福建省龙岩市农业学校毕业，谢华安
被抽调到永安农业职业学校负责生物课教学，管理
试验农场，种植、研究各种农作物，这为他打下了农
业技术研究的基础。1972年底，他被调到三明市农
业科学研究所工作。当时，全国正掀起杂交水稻协
作攻关的浪潮，作为福建省三明地区(现三明市)南繁
领导小组组长，谢华安被选派到海南，从事水稻育种
工作。

当时全国有上万名专家进岛南繁，“海南岛没有
冬天，冬末春初可以再种一茬水稻，这对育种工作者
来说，一年就可以当两年用。”谢华安说。那些年，他
奔波于福建和海南之间。买不到坐票，他在火车上
一站就是 40多个小时。春节回不了福建，他就待在
田间。

“追着光和热，忍着苦与累。”睡稻仓、守田埂、战
高温，脚踩湿泥，手抚粗稻，还要忍受蚊虫叮咬，谢华
安就这样泡在南繁育种基地。一到水稻杂交授粉
时，稻叶的齿就像锯子，在手上锯开一道道口子，天
长日久，满手裂痕，受伤结痂。谢华安收获前沿知识
的同时，也带回了一双粗糙的手。

青年丹心：
培育出全国推广面积最大的良种

种优则物丰，粮安则民安。“优质田要种上优质
种，农民才能有好收成。”谢华安认为，科学家培育的
种子，既要尽快走向田间地头，还需要得到粮农的认
可，进行大面积推广。

一粒好种子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有多远？谢华
安团队集中攻关用了5年。

20世纪 70年代，我国开始推广杂交水稻。令人
始料未及的是，仅仅过了几年，稻瘟病大流行，成长
中的杂交水稻产业面临严峻考验。

1975年，谢华安在海南制种“南优2号”时发现不
育系“二九南”，在秧苗期就大面积发生急性型稻瘟
病病斑。作为水稻三大病害之首，最严重的可造成
失收。高温高湿的福建稻区，更是稻瘟病高发区。
谢华安参与灾情调研时，看见一名种植户种的 11.5
亩稻子，只剩下田埂边的零星稻株，农户边流眼泪边
指着稻田说：“这点东西放3只母鸡下去都吃不饱。”

杂交水稻产业惨遭重创。一些稻农无奈说它是
“千斤长相，八百斤产量”，许多杂交稻种子开始被封
存，农民重新种回常规稻，全国杂交稻种植面积锐减。

事实说明，不抗稻瘟病的杂交水稻是没有推广
前景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福建组织全省水稻育种
攻关。作为当时三明地区南繁领导小组组长，谢华
安下定决心：“一定要选育出中国自己的抗稻瘟病强
恢复系，从而育成抗稻瘟病的杂交稻。”

从此谢华安开始广泛收集恢复系品种，开展大
量杂交试验。他牵头进行了多年试验，不断总结，在
失败中找原因，采用地理远缘亲本杂交技术，进行多
年多点的稻瘟病重病区筛选，终于育成抗稻瘟病恢
复系“明恢 63”。随后，解决了“三系”杂交稻制种花
期不遇等难题，育成了产量高、抗病力强、米质优的

“汕优63”杂交水稻新品种。
1982 年，“汕优 63”同时参加市、省、国家三级

区试，表现亮眼。很快，全国各地开始大面积引
种，跨越 21.3 个经度、20.3 个纬度，农民从“怕种”转
向“抢种”。

大面积推广急需稻种，为了保证种子供应，冬
天，谢华安又到海南岛南繁制种。稻种收割后，四处
联系车辆，押运到港口码头。请不到搬运工，他就在
船仓把100多斤重的稻种，一袋袋搬成堆。

那些天，他是一位卖力的搬运工，老码头人说：
“这个戴眼镜的，别看人很瘦，力气还蛮大。”可是他
们哪里知道，前一天晚上风雨交加，为了稻种上船，
谢华安浑身淋透，半夜发起高烧，当他带病搬完稻
种，几乎昏倒在谷堆上。

可以说，谢华安的青年时代是在田间地头度过
的，三十几年如一日。“每一个专家的成就都离不开
艰苦奋斗。人最难能可贵之处，一是勤勉，二是公
心。要想成功就要多付出，科研灵感来自于实践。
我是带着多年的实践经验和日常工作中发现的问题
去选种的。为什么每年我都要亲自去海南？因为我
要对海南的育种情况有系统的认识。生物是灵活多
变的，必须要耐着性子去观察摸索。”谢华安说。

1988 年，“汕优 63”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更大的奖赏在广袤的田野上。据统计，“汕优 63”是
至今全国推广时间最长、效益最显著的杂交水稻良
种，其中，1990年全国推广面积超过 1亿亩。共累计
新增社会经济效益 700多亿元。不仅如此，世界 4大
洲的13个国家均有推广种植，被当地农民誉为“东方

神稻”。
已故著名育种家、“中国超级稻之父”杨守仁曾

对谢华安说：“是你拯救了杂交水稻的命运。”
让杂交水稻从被拯救走向大振兴的另一个重要

因素，是让杂交稻优良基因代代相传。育好良种必
育良人。注重培育新人、发挥青年学者的创造力，是
谢华安从业 50年来的原则。在他的团队中，有一个
不成文的规定：谁带头，谁署名。20世纪 80年代初，
谢华安带领郑家团着手培育“威优77”“汕优77”早熟
籼型“三系”杂交水稻，“谢老只管大方向，具体研究
部分都放手让我发挥，连最后的成果也让我来发
布。”郑家团说。

最终，“威优 77”“汕优 77”获得成功，20世纪 90
年代累计推广 1.46亿亩。郑家团也在研究中快速成
长，主持或参加育成20多个大面积推广的品种。

育种事业不仅需要青年育种家的接棒传承，也
需要社会青年的关注参与。为了激励更多的青年一
代做“有种”青年，为他们打开认识种子世界的大门，
2022年，谢华安以一种意想不到但青少年喜闻乐见
的方式，化身“X先生”出现在综艺节目《极限桃战》
中，推广中国种业科普。

“用综艺书写中国种子故事，不是生硬地宣扬中
国种业力量，而是以一种轻松、自然的方式向观众特
别是青少年传递这个能量。”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水稻
研究所最年轻的90后博士肖晏嘉认为。

也正是因为注入了青春的正能量，而且推广方

式巧妙有趣，谢华安很乐意参与到这样的综艺节目
中来。

节目组将挑战游戏与南繁研究所的工作巧妙结
合，借“找开箱密码游戏”科普了南繁育种多年的研
究成果。比如，化学试剂实验所得的密码“268000”代
表了面积 26万 8千亩的南繁育种基地，用荧光手电
观测植物得到的密码“600000”代表着60万南繁育种
人 ，用 黑 板 报 取 得 的 密 码“317372”代 表 着 亩 产
3173.72斤的双季稻田……这些以前看着单调乏味的
数字，通过综艺节目润物细无声地宣传，让屏幕前的
千万青年刷屏记忆。这是中国种业科学家破圈综艺
的新时代中国故事的新表达。

对此，谢华安淡然地说：“为了发展种业，为了青
年一代，这样的首秀，我愿意。”

壮年雄心：
攻关“四性”综合水平高的品种

全中国有60%的人以水稻为主食，为了让8亿人
口吃饱饭，我国水稻培育已经经历了两次“绿色革
命”：第一次是高秆变矮秆，通过水稻矮化育种，亩产
提高了将近 20%；第二次是常规稻变杂交稻，发现了

“野败”基因，进而通过杂交育种的方式培育出杂交
稻，使我国水稻产量再上一个新台阶。

当下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水稻能不能再大量
增产？在人们由吃饱向吃好的需求转变下，是否单

纯地追求“高产”？这些问题，成为水稻可持续发展
的绿色课题。

为此，正值壮年的谢华安带领团队着手研究培
育高产、高效、高质的超级稻品种。

“现在我们所讲的不单单是产量，因为品种产量
水平都比较高了，现在主攻的方向是要把‘四性’综
合在一起。这样的品种才是好品种，才是农民生产
最需要的品种。”谢华安认为，农民种田要高产还要
高效，抗性要强，尽量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因此，现
在研发的新品种，要符合生产的要求，生物品种一定
要把“四性”综合在较高的水平上，只有丰产性、优质
性、抗逆性和适应性“四性”综合水平高的品种，才是
真正的“超级品种”。

在“四性”当中，谢华安首先强调的是丰产性。
从水稻科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在杂交稻攻关上，了解
水稻到底有多少增产潜力很重要。而在杂交稻推广
上，要大面积生产，就要讲究丰产。

“保住干净土，留给子孙耕。”要丰产，前提就要
有良田。谢华安之所以反对一味地高产高产再高
产，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给粮田拼命下肥、施药来换
取高产，即便是水稻等粮食高产了，但土地地力被榨
干了，留给子孙的不是丰产的沃土，而是一时高产却
被污染的土地。

“污染是提前捞子孙的钱，我们坚决不能干！”
谢华安一再呼吁：土地是宝贵的资源，我们今天生
产需要用土地，我们还要保证它能够可持续利
用。这个可持续的利用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就
是要通过绿色栽培技术，减少土壤的污染，增加土
壤的产出。

接力攻关不停歇。在培育出“明恢63”“汕优63”
这些“东方神稻”之后，谢华安带领团队攻关“四性”
综合的水稻品种，又培育出“汕优77”等明星品种。

晚年壮心：
再生稻开辟粮食产能的“再升道”

进入新世纪，伴随着人口增加，城镇化、工业化
加快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使得耕地面积减少，增加水
稻总产日益困难。

水稻增产的空间在哪里？21世纪初，已过花甲
之年的谢华安将目光聚焦如何充分利用宝贵的光温
资源上。因为在我国南方一些区域，单季稻区种一
季水稻光温资源有余，而种双季光温资源不足。于
是谢华安将科研目标锁定在再生稻上。

再生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在历史上也并
未受到人们重视，一般只被零星蓄留，或作为附带增
收或头季稻遭灾后补欠的一种手段，没有专家将其
视为正规的栽培技术加以研究。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不服老的谢华安与再生
稻较上了劲。他认为，作为一种资源节约型、高效型
的稻作制度，再生稻还可以有效避开稻瘿蚊等病虫
的危害，提高稻田的综合生产能力。

三明市尤溪县成为谢华安瞄准推广再生稻的第
一个地方。因为尤溪是种一季光温资源有余而种双
季光温资源不足的典型区域。而且早在 1988年，尤
溪县就成为福建省首批试验推广再生稻栽培技术的
县。当时，受品种和生产条件限制，再生稻产量不
高，最能体现再生稻栽培技术水准的再生季平均亩
产仅100多公斤。

从 2000年开始，谢华安等科研人员在尤溪县西
城镇麻洋村等地建立再生稻高产示范片。

其实，在此之前，因为长期低产，农民种植再生
稻的希望之火快被熄灭了。是谢华安的到来，让他
们重拾希望。“夸张一点说，抽一根烟的功夫，刚收割
过的稻桩就能再长出一截。”2004年，当地种粮能手
曾繁辉认识到了再生稻的神奇力量，他铁了心跟着
谢华安学。种植再生稻也让老曾尝到了甜头，还被
周围县、乡农民请去讲授栽培技术，被乡亲们亲切地
称为“麻洋再生稻师傅”。

“没有谢院士这个全国再生稻专家，就没有我这
个‘麻洋再生稻土师傅’。”曾繁辉说。在谢华安的鼓
励下，数万尤溪种粮农民不断提升掌握了一整套科
学的种植技术。高峰时，尤溪再生稻每年推广超过
10万亩。

得益于谢华安团队强大的科研后盾，2014年，尤
溪再生稻生产探索总结出“活力强而持久的发达根
系、母茎多而健壮、茎穗比大”三个高产指标的栽培
技术措施，再生稻超高产栽培集成技术趋向成熟，年
亩产超过一吨的“吨粮田”十分普遍。

2021 年，在尤溪县麻阳村再生稻百亩示范片，
“内6优7075”头季接受专家现场测产验收，平均亩产
864.03公斤，刷新了该品种的高产纪录。头季喜获高
产，再生季产量如何？同样在麻洋村田间，经过专家
测产，第二季平均干谷亩产511.93公斤。

谢华安预计，中国南方稻区有 1.6亿亩单季稻田
中，据估算有5000万亩适宜种再生稻，如能将单产逐
步提高到福建省尤溪县的产量水平，每年可新增稻
谷 200亿公斤，相当于供给中国 14亿人吃一个月的
粮食，这对仅占世界耕地7%、占世界人口22%的中国
来说意义重大。

“从业五十年，我的初心不变：以前让大家有一
碗饱饭吃，现在让大家有一口好饭吃。”9月 17日，在
参加“全国科普日”福建省暨福州市主场活动时，谢
华安在首场报告上动情地说，“我向大家科普的不仅
是要有爱粮护粮之心，更要拥有一颗投身中国种业、
端好中国饭碗炙热的‘中国粮心’。”

第二天，谢华安迫不及待地回到家乡的田野——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雁石镇，察看他带领团队近年选
育的优质稻新品种“福香占”的生长情况。

“‘福香占’再生季10月底马上收割了，亩产应该
能超过 750斤，加上头季 1000多斤的产量，两季总共
能收1750斤以上的稻谷。种植‘福香占’这么好的品
种，我们农民沾了你的光。”当地种植大户谢福清言
语中充满了感激。

“福香占”在此前曾获得过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味
品质鉴评（籼米）金奖，而对谢华安来说，他更看重的
是粮农的褒奖：谢华安育的种、种的粮让大家安心。

（刘晓宇 张辉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