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11月5日  本版编辑／唐天喜  版式／熊晓丽
电话：0731-82333612  E－mail:tangtx@fengone.comA04 新闻·特别报道

常德临澧一农民父子接力研究出超级杂交油菜——

婆媳联手欲打造“袁隆平式的科学家”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柏枝乡杨桥村的
农民沈昌健出名了。继今年 6 月被《光明
日报》称之为“农民科学家”后，最近又
有网络甚至称其为“袁隆平式的农民科学
家”。原来，沈昌健和农民父亲沈克泉联
手 35 年研究出的超级杂交油菜，产量远
超普通油菜。而鲜为人知的是，超级杂交
油菜研究曾差点夭折，而让它挺过这一关
的，是站在这对父子背后的两位妻子。一
位是父亲沈克泉的妻子何秀英，一位是儿
子沈昌健的妻子朱春贵。

11 月 2 日，记者赶到临澧县沈昌健
家里采访了这一对婆媳。

今年 67 岁的何秀英还记得当初
一家人走上研究杂交油菜之路的原
因。

那是 1978 年 7 月，时年 39 岁的
沈克泉在贵州养蜂。一天，他在路
边发现了 3 株野生油菜，对它们极为
感兴趣。原来，通常湖南的油菜在 5
月份的时候就已成熟收割，而在贵州，
到了 7 月，这 3 株油菜竟然还在开花。
它不仅植株壮硕，分枝还特别多。

“我父亲当时是想着回家栽种，
作为新的蜜源。这样一来，一年就可
以少两个月在外奔波了。”11 月 2 日，
沈克泉的儿子沈昌健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何秀英便跟着丈夫沈克泉一起
在村里的后山上开荒种油菜。当时

的沈昌健不过 12 岁，记忆中父母每
天的生活都是围绕这油菜，沈昌健
兄弟俩不但得不到父母的照顾，反而
经常要帮父亲料理油菜田。耕种、移
栽、套袋、收割这些活一开始就是由
这一家人完成的，这也是后来沈昌健
能够迅速上手的原因之一。而沈克泉
每天则做记录。

然而，在湖南家里种植的野生
油菜虽然同样开花结果，分枝也多，
但是油菜花却很小，结的油菜籽也
少。这与当初在贵州的发现大相径庭。
沈克泉开始去找农技站的工作人员
咨询。这时，他才知道这野生的油
菜是不育系。“农技站的工作人员还
说，袁隆平院士刚开始研究杂交水
稻时，也有很多年不成功，后来是在

海南发现了不育系才成功的。”沈昌
健告诉记者，父亲听说这是好东西，
觉得捡了个宝，更加坚定了继续种植
和研究这个野生油菜的决心。何秀
英得知这个消息后，“私下里希望他
能够像袁隆平那样取得成功”。

在沈昌健的家里，记者见到了
23 本珍贵的种植油菜花的日志。这
是一家人进行杂交油菜实验的原始
记录。在 1978 年 9 月 2 日，沈克泉
写道 ：“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事业
的成功，事业是我的生命，没有事业，
我的生命是暗淡无光的。”

这个事业就是杂交油菜的培育，
沈克泉为此耗费了余生的所有时光，
一直到他 2009 年病逝。何秀英则一
直站在他身后支持他。

“我们都是农民，没上过多少学，
刚开始做研究时，最大的麻烦就是没
有专业知识，也没有专业设备。”沈
昌健说。但是，沈克泉却下了极大
的决心，从研究杂交油菜开始留胡须，
并发誓不成功不剃须。正是凭着这一
股子狠劲，父子俩一次次从跌倒中
爬起，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
攻克的难关。

“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去找专家学
者帮忙。”沈昌健回忆，“华中农业大
学，西南大学，湖南、贵州、四川的
农科院，陕西的油菜研究所……这
些专家教授人都非常好，非常热心地
帮我们解答问题，并告诉我们买哪
些专业书籍。农技站的人也帮了我们
不少忙。” 因为一心投入种油菜，养
蜂的事业渐渐被沈克泉放弃了，家里

也就缺乏了资金来源。“你看设备、
请工、买肥等都要花钱，所有科研
经费全靠一家自筹。”沈昌健告诉记
者，他父亲沈克泉投入油菜科研的
资金累计达到四十多万元，至今仍负
债 28 万元。

到了 1996 年，家里为搞油菜研
究欠债扛不下去了。在父亲沈克泉的
劝说下，沈昌健咬咬牙，卖掉中巴，
带着三万元卖车款回家专门搞油菜
研发。其实，当时，沈昌健和妻子朱
春贵开客运中巴车，每天毛收入 200
元，是全家最大的经济来源。“要说
起来，开中巴车确实可以为家里筹
些钱，但 是 公公 是 既要钱的支 持，
也要人的支持啊。”11 月 2 日，朱春
贵坦诚地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我当时也是没办法，只好支持。因

为让老公一个人去搞油菜，自己不管
他，我也做不到，毕竟我们是夫妻，
就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就这样，朱春贵也成为了油菜
科研的一员。“每年 3 月份是最忙的，
最辛苦。”朱春贵说，“我每天起早贪
黑，要观察，要套头，要人工授粉，
还要上山砍木棍，搭棚子。”而每年
的 7、8 月份，油菜已经收割，朱春
贵就会到县城的夜宵摊上打工，每月
能赚一千多元。

因为过度劳累，如今，朱春贵颈
椎、腰椎都有病。“甚至有朋友对我
说，‘你跟我出去打工多好，随随便
便一个月都能赚上 3000 元，你看你
现在都像五十多岁的人了’。实际上，
今年我才 43 岁。”朱春贵心里也有一
些小委屈。

“搞杂交油菜 研 究 好比唐僧取
经，步步都是难关啊。”沈昌健感慨
地说，“1998 年到 2001 年是我们最
为困难的时候。幸亏有我母亲和妻
子的支持，我们才渡过难关。” 

时光回到 1998 年。一天，沈克
泉风尘仆仆地来到临澧县城，找到
当时在县科协 任副主 席的沈文 祥。

“当时我看他完全慌了神，见到我就
说，沈老师，我这次怕是遇到大麻
烦了，一定要请你帮忙。”如今已经
74 岁的沈文祥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
新。

沈克泉告诉他，他们父子俩研
究、培育出的油菜品种“友谊三号”，
半卖半送给农民，反响很好。不料，
当地有关部门找上门来，认为沈克泉

的种子是假冒伪劣品，要罚款 8000
元。沈文祥告诉记者 ：“我当时给他
出了两招：一是找当时种了这种油菜
种子的农民，让他们签名证明这个种
子产量更高。二是去申请专利。”可
对一个农民来说，去申请专利完全摸
不着北。但沈克泉有勇气，他坚持了
下来，沈文祥也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他。

这一申请就是四年。
而在申请成功之前的 2000 年，

沈克泉父子遭遇了研究杂交油菜事业
中的最大危机。这一次，还是因为有
人声称沈克泉父子提供了假冒伪劣种
子，结果，沈克泉被关进当地拘留所
一个月，沈昌健也接着被关近 20 天。

“ 我 那二十 多天 就 瘦了二十 多
斤！”说起这一段，朱春贵依然心有

余悸。公公和老公失去自由，两个小
孩又小，加上天旱，家里水稻全部
干死了。她当时急得甚至想要去北京
上访。幸运的是，朱春贵最后通过
同学找到律师，把沈昌健给救了出来。
而何秀英则在家里把油菜花的种子
保护好。

“如果说，当初被人说是假冒伪
劣种子，我还有些动摇，但经过这
番折腾，我们一家人都发誓，一定要
搞出名堂来，还我们一个清白。”何
秀英在向记者回忆这段经历时，毫
不犹豫地说。

“其实，现在我们对这些已经不
在乎了，毕竟已经过去，我们要向前
看。我们只希望能够把油菜事业做得
更好。”沈昌健说。

苦尽甘来。2004 年，沈克
泉父子繁育的“贵野 A”不育系
材料油菜新组合获国家发明专
利证书。

2008 年，沈克泉被评为“常
德市首届感动常德人物”。“这
是我们一家人最高兴的时刻，
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不要再
顶着骂名了。”何秀英告诉记者。
而沈克泉开始渐渐被人称之为

“油菜大王”。
有了荣誉，得到认可，人

们的支持也越来越多。沈昌健
一家人记得：2005 年，临澧县
委书记吴友云支持 1 万元科研
经费；2008 年，县长谭本仲特
批 2 万元经费；2009 年，常德
市科技局支持 3 万元；县科协
副主席沈文祥向上级领导写信
反映沈克泉一家的情况；省直
有关部门领导赶赴现场考察，
给予了精神鼓励和一些物质支
持。

但还是不够。沈昌健承诺
每年给合作的大学数万元科研
经费，但 这笔钱至今没 筹到。
2009 年成立的油菜研究协会的
8 个骨干人员，约定每人年工资
15000 元。因为拮据，只能发
3000 元。

“ 如 今， 我们已经 欠了 28
万。”沈昌健告诉记者。旁边的
朱春贵立马说 ：“刚从银行贷的
8 万元钱忘了吗？”原来，因为
去年贷了 8 万元没还，银行都
不想贷款给沈昌健了。朱春贵
只好找亲戚朋友借钱，但还是
不够，没办法，她又通过找人
担保，好说歹说终于从银行贷
到了 8 万元钱。

“根 据 规定，一种种子要
推广，必须通过审定。而这种
审定就有非常规范的要求。”沈
昌健说，因此，他们今年在隔
壁的烽火乡租了 300 亩地作为
油菜种植的“示范田”。

记者从沈昌健详细计算的

“2013 秋播到 2014 收割计 划”
表中发现，包括人工工资、购
买 化 肥、农 药、租 地等 费用，
共需 13.109 万元。而这笔新贷
款一下来，就还了4 万旧账。

为了节约开支，沈昌健的
科研基地，依旧只有三名员工：
沈昌健、朱春贵、何秀英。而
有了 300 亩示范基地后，沈昌
健、朱春贵更多的精力会放在
那边，科 研 基地平时的工作，
更多地靠何秀英一个人来打点。

2013 年 11 月 3 日 中 午 11
时 20 分，记者 赶 到何秀英 家
时，她刚从科研田里回家，正
准备吃早饭。“我清早就去科研
基地做事了，要把密的苗移到
疏的地方，太阳大了时就容易
蔫了。”何秀英因此这时才准备
吃早饭。所谓的科研基地，其
实就是何秀英家的五亩地，用
网围起来，连一个牌子都没有。
科 研基地的油菜苗绿油油的，
隔一米远左右，就插着一个小
牌子，标明是几类几号。对于
牌子上面写的不育系、保持系、
恢复系，只有初中文化的何秀
英信口拈来，说得头头是道。

据了解，播种季节，耕地、
除草、施肥；开花时节，套袋、
观察、检查纯度，顶着烈日授
粉，冒雨搭隔离棚；收割季节，
每株油菜上的几十个分枝，每
一枝都是和不同材料进行侧交
的，需要一个个分开脱粒，边
脱粒边记录数据：角果数、粒
数、千粒重、杂交的父本和母
本……这就是何秀英多年来经
常要做的事情，因为沈克泉的
梦其实早已经变成了她的梦。

“我特别感谢 我母亲，她
太辛苦了！在我父亲 2009 年去
世后，她经常头天晚上做多些
饭作为 第二天的早饭，而且，
经常是和着水吃，让我非常心
疼！”沈昌健觉得非常对不起
母亲。

从胡茬儿到蓄起一撮长白
美须，长期的劳累使得沈克泉
的身体一天天垮下来。2009 年
12 月 8 日，沈克泉把家人叫到
床前 ：“我没时间了。油菜事业
不要丢，坚持下去，一定会成
功的！” 几天后，沈克泉带着
未竟的梦想去世，终年 70 岁。

“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成功！”
曾经多少个夜晚，沈昌健一觉
醒来，看见父亲房里还亮着灯，
那是他在坚持学习和做研究。
想起他们曾经受过的苦，沈昌
健没有任何犹豫，在接下来的
几年，他继承父亲的遗志，一
心扑在科研上，克服了常人难
以想象的困难，他必须替父亲
完成梦想！

沈昌健夫妇俩已经好些年
没买衣服了。朱春贵一条毛巾
用了 5 年，破了几个洞。除了来
客人或请帮工，家里极少吃肉。
早餐两元，中餐 3 元，晚餐 3
元——这是女儿沈玲在大学里
一天的开支。“我连女儿 500 元
/ 月的生活费都保证不了，很惭

愧。”朱春贵觉得愧对女儿。
但越来越多的关注，也给

沈昌健带来了更多的责任与激
励。目前，他所研发的沈油杂
202、819 两个实验品种籽多饱
满，而且抗病虫害和抗冰冻能
力强。尤其是平均亩产比常规
油菜增产 30 公斤以上。

湖南省澧县国家油菜示范
园负责人李远华曾表示 ：“沈油
杂 202 新品种，试验 5 亩，亩
产 225 公斤。今年测产预计亩
产达到 250 公斤左右。这个产
量可排到全国前三了！”

“如果我们的贵野 A 不断
繁育出产量高、油质优、抗性
好的品种， 对国家作出贡 献，
那就是我的中国梦。2015 年我
们的品种有望通过省级审定。
如果推广 100 万亩，一亩保守
增产 50 公斤。按每公斤 6 元算，
可为农民增收 3 亿元！”

如今，经过一家人历经的
1000 多次反反复复的失败，沈
昌健和父亲的超级杂交油菜梦
正变得一片光明。

获评“感动常德人物”

杂交油菜平均亩产比常规油菜
增产30 公斤以上

婆媳联手渡过最大难关

媳妇卖车支持公公研究油菜

巧遇“油菜王”，夫妻开荒种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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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 日，婆婆何秀英（左）和媳妇朱春贵在自家科研基地笑对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