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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田守护者麦田守护者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影报道

6月7日，位于北京北三环内的中国农业科学院
试验田内，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科所的研究员赵
林姝(右一)正和工作人员收取小麦试验材料。

6月15日，
农科院作科所
顺义基地的麦
田 里 ，一 名 工
作人员正提着
水 杯 走 向 麦
田 。 夏 日 里 ，
像这样的大号
水杯在这里几
乎是每个人的
标配。

6月16日，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科所顺义基地的麦田里，毛新国（图右）正带领学生选种。

6月17日，农科院的实验室内，一名工作人员正小心翼翼地
将烘干的麦穗从袋子中取出。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小麦穗粒数
和麦芒都要完好无损。

6月17日，农科院内的一处试验田内，李龙博士（左一）正带
着学生测量农艺性状。

6月 17日，农科院的实验室内，王晋萍正在统计不同小麦品
种的发芽率。

6月15日，
农科院作科所
顺 义 基 地 ，结
束了一天的工
作，毛新国（右
一）和 工 作 人
员一起乘坐三
轮车返回住所。

6 月 16 日
晚 ，硕 士 生 导
师毛新国在结
束了一天的田
间 工 作 后 ，在
农科院作科所
顺义基地宿舍
和学生讨论课
题进展情况。

6月15日，
农科院作科所
顺义基地的麦
田 里 ，附 近 村
民带着小孩在
麦田里拍照留
影。每年小麦
成 熟 的 时 候 ，
成片的麦田总
能吸引不少人
到此“打卡”。

6 月 21 日
傍晚，农科院
作科所顺义基
地的麦田里，
工作人员正将
收割下来的小
麦送进收割机
脱粒。

6月 21日，夏至，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37℃的“桑拿天”犹如蒸笼一般，闷热难耐。位

于北京北三环内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试验田内，小麦

一片金黄，偶尔一阵风起，麦浪滚滚，蔚为壮观。这

里是北京市三环内唯一的麦田，因其特殊的地理位

置和科研价值，被人们称为北京“最珍贵麦田”。

麦熟一晌，虎口夺粮。对于从事小麦研究的农

科人而言，这是收获的季节，也是与天气赛跑的时

节，各个试验田内一片繁忙。

在距“最珍贵麦田”约 50 公里外的中国农业科

学院作科所顺义基地内，来自国家小麦产业体系种

质资源鉴定与新种质创制岗位的科学家毛新国忧

心忡忡，天气预报说第二天有雨，为了“夺粮”，他们

加紧了收割的步伐。

俯身弯腰，左手搂麦，右手握镰，顺势一拉，一

大把麦子就被收割归拢，这叫走镰。毛新国喜欢

这样的收麦方式。“沉甸甸的麦穗就是生命的分

量，每次收割不光是一次体力上的付出，也是和小

麦的一次对话，这些是机器收割无法体会的。”毛

新国说，选种、种植、管护……弯腰收割时，不光能

感受丰收的喜悦，还能提升自己的修养。他认为，

这种从实践中得出结论的过程就是一种感悟，“妙

不可言”。

在顺义基地，像毛新国这样的科学家随处可

见。单从外表看，他们和普通农民完全没有区别，只

有当他们穿上白色大褂，在田间指指点点，在笔记本

上勾勾画画才会“暴露”他们的身份。

与普通农田里整齐划一的小麦不同，这里种了

数千份小麦种质材料，它们高低错落、青黄相间、形

态各异，因此这里曾被戏称为“狗啃的麦田”。

就是在这片麦田里，经过 41年的干旱和人工模

拟高温环境实验，科学家已筛选出 110 多份抗旱耐

热性突出的小麦种质资源，许多改良后的小麦品种

被推广到了全国各产区落地生根，最终变成了人们

餐桌上的美味。

“真的被震惊到了，没想到我们课堂上学的那些

品种就是在这里被孕育出来的。”说起初来农科院的

感受时，即将攻读博士学位的王晋萍这样描述，“在

这里当农民可不轻松，不光要起早贪黑，还要给小麦

做标记、量株高、数穗粒，环环相扣，一步也不能错。”

炎炎烈日下，王晋萍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即

使这样，胳膊和脖子有时还是会被晒伤，又痒又疼。

忙完地里的活儿，到了下午她就要赶回实验室对新

选的小麦材料进行基因检测。王晋萍说：“虽说我们

从事的是品种创新、基因改良的工作，但农田的活儿

是一点也不能落下。”

到了夏忙时节，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科所的科研

人员经常要在实验室和育种田里两头奔波，经常一

星期也回不了一趟家，但对于这样的忙碌，他们却习

以为常。有时为了能够培育出耐高温的小麦品种，

他们要在四五十度的高温大棚内工作。来自作科所

的李龙博士说：“一年辛劳不就为了这几天吗？何况

我们收获的不光有粮食，还有珍贵的科研数据和国

家对我们的信任。”

6 月 22 日，大雨如期而至。经过前一天晚上

加班收割，500 多份小麦种质材料全部归仓。看着

这些材料，毛新国像是看着自己的孩子，眼里满是

希望。

小麦是世界上分布最广小麦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种植面积最大种植面积最大
的作物的作物，，也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也是中国人最重要的““口粮口粮””之一之一。。

从从 19811981 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建立我国第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建立我国第
一个小麦加工品质实验室开始一个小麦加工品质实验室开始，，就有这样就有这样
一群人一群人，，他们每天游走于田间地头他们每天游走于田间地头，，与小麦与小麦
为伴为伴，，为的就是能够选育出优质高产的小为的就是能够选育出优质高产的小
麦品种麦品种，，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在他们的在他们的
努力下努力下，，我国小麦单产不断提高我国小麦单产不断提高，，优质品种优质品种
不断问世不断问世。。

6月 15日，农科院作科所顺义基地的食堂内，
科研人员正在吃晚饭。与城里相比，这里的条件相
对艰苦，饭菜也比较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