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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退休以后，我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是当“专家”，参加一些单位的立项、督查、验收、评审等科技项目活动；二是当“老师”，与一
些年轻朋友们一起讨论如何写科技立项报告、项目总结报告，点评论文等活动；三是当“媒人”，主
要是科技媒人。
因为我得到的科技信息较多，可以把农业局、农科院或者一些企业的人请到一起座谈，以达到相互讨
论、共同协作，取长补短、取得双赢。
当然，也参加一些谷物协会、种业协会等社会工作。
和年轻人在一起，我心情上很高兴，他们给我新的知识、新的信息，给我“充电”，我给他们讲做人
做事的体会，如何加强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达的能力，互相沟通，互相帮助，他们感到有收获，我感到
人活着“有价值”，真是享受到了退休以后“人生难得老来忙”。
    有一天，我突然萌发了一种想法，能否把我一生中主要工作系统整理，加以分析，梳理出一些对年
轻人有启示的经验，可能对年轻人成长有益，也是我有生之年对社会的报答。
    我也看到一些同志退休后写一些回忆录、诗词集，有人也劝我写回忆录。
但我感到耗费精力太大、太累，始终懒得动笔。
自从有了“以人生感悟为年轻人做点实事”的念头，使我动了心思，构思框架，整理素材，开始书写
。
    我写此书想达到3点目的：一是给年轻朋友留点启示，二是给北京农业留点资料，三是给自我人生留
点回忆。
    二、这本书写些什么？
    中心要给年轻朋友留点有益的启示。
本书的内容主要是结合自己多年的工作体会谈思想，给人启示。
所以，还得从自己的长处人手。
我有什么长处呢？
有人说“李继扬文字好，口才好，善于总结。
”这本书里绝大部分选自我多年亲自写的材料，也有的是口头讲话，事后整理的，供年轻人阅读。
有人说：“李继扬做人做事好，人品好。
”做事坚持工作第一，做人坚持他人第一。
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实际上也不能完全做到，只是努力去实现吧。
这些内容是人生理念问题，只能结合案例谈认识去体现。
也有人说“李继扬智商高，情商更高。
”这种夸奖有些过分，论智商，我并不高；论情商还可以。
我一生喜欢与人为善，愿意广交朋友。
这些内容尽量在谈体会中写进去。
我有不少缺点，但留给年轻朋友还是要写有益的东西，因此，多写长处，扬长避短。
    这本书我想写4个部分。
第一部分，我是怎样当科员的。
第二部分，我是怎样当处长的。
第三部分，我是怎样当副局长的。
第四部分，我是怎样过退休生活的。
    三、怎样看这本书？
    这本书大体反映两方面内容。
一类是我过去写过的文章，这是主体。
我一生写过很多东西，这儿只是收编了一小部分。
看这些内容可能比较枯燥，因为反映了过去的一些背景和思想认识。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才能是怎样练成的>>

如果作为一种历史资料，可以看看。
另一类是最近写的体会，有点评的味道，反映了我最近的思想认识。
    看这本书，如果你感到文字太长，建议主要看标题。
标题回答了这个阶段的主要做法。
如果有点空余，可以看看你感兴趣的文章。
看这本书比较枯燥，要边看边思考。
关键要用逻辑思维去看，看文章的框架结构，看论证过程的逻辑分析，看素材的层次条理表达，这样
看，可能对年轻人提高工作能力、写作能力有帮助。
    写这本书我费了很大精力。
我爱人张兆芬帮我打字、编排，投人不少精力。
推广站王俊英、台社红、孟范玉；市种子站杨帆、池秀蓉、牛茜、陈骥、甘朝亮、饶玉燕也帮我整理
打印、修改校对、组织出版等，做了不少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11.11.20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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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青春如诗。
岁月如歌。
近半个世纪中，李继扬从北京农业大学走出校门，步入广阔天地。
踏踏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事，在艰苦实践中磨合历练。
他写这本《才能是怎样练成的》想达到三个目的：一是给年轻朋友留点启示，二是给北京农业留点资
料。
三是给自我人生留点回忆。

    《才能是怎样练成的》的内容主要是结合作者多年的工作体会谈思想，给人启示。
大体反映两方面内容。
一类是作者过去写过的文章，这是主体。
反映了过去的一些背景和思想认识。
另一类是最近写的体会，有点评的味道，反映了最近的思想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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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继扬，1946年5月出生于浙江绍兴。
在上海市蓬莱路第二小学上学，初中、高中在上海市敬业中学上学。
1965年考入北京农业大学土化系。
1970年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省大荔县部队农场锻炼。
再分配到陕西省韩城县文教局工作。
1975年至2006年在北京市农业局工作，历任农业处科员、副处长、处长、农业局副局长、正局级巡视
员。
退休后，任北京市谷物协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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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种子站工作总结点评(摘要)  附件131  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循环农业项目总结会上的发言五、怎样
讲话  附件132  2002年个人述职报告  附件133  “2002年个人述职报告”分析  附件134  在蔡宁和李京梅婚
礼上的讲话  附件135  “在蔡宁和李京梅婚礼上的讲话”分析六、怎样写科技论文——大兴区科技论文
点评七、怎样听会  附件136  在“农田生态景观项目讨论会”上的发言  附件137  在“杂粮生产研讨会
”上的讲话  附件138  在“蔬菜中心项目验收会”上的讲话八、做人与做事  附件139  我的贤内助张兆
芬  附件140  贺名  附件141  在高志远儿子婚礼上的讲话九、我的退休生活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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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8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城关公社新村大队农技班全体师生参加了扶理倒伏玉米的劳动。
第二天，陈老师结合玉米倒伏问题给同学们上了一堂农技课。
    “同学们，昨天大家都参加了劳动。
农技课也正好要讲玉米倒伏的问题。
今天，咱们采用讨论式的办法讲课。
我出几个题，大家来回答。
好不好？
”    同学们兴致勃勃地等待着老师提出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们昨天在扶玉米时，看到玉米有几种倒法，就是说玉米倒伏可以分为几种类型？
”    平时爱发言的王小明一边举手，一边站了起来说：“可以分两种类型。
一种是基部倒伏，秧棵歪了，但没有趴下。
另一种是根部倒伏，整个秧棵趴在地上了。
”施红梅有点怕难为情，在座位上说：“老师，我看还有一种，是茎秆折了，前天，风太大，有些玉
米都给刮断了。
”    “对，你们两个综合起来，就是3种类型。
一是茎倒，这种倒伏主要是地上部分的重量和靠近地面几个节所能承受的力量不相适应，引起了秧棵
倾斜或弯曲。
这种情况，由于根部和秧棵破坏不大，所以对产量影响也不大。
第二种是根倒。
这主要是根部发育不好，下雨后，土松了，大风一刮就趴下了。
这种倒伏，根部受到破坏，对产量影响比较大。
第三种是茎折。
这种情况，有的是因为秆太脆太嫩引起的，也有的是病虫害造成的。
如果折在棒子下面，对产量影响是很大的。
”    陈老师小结了第一个问题以后，又提出了第二个题：玉米倒伏是由哪些原因引起的？
    在一阵小声议论之后，李文松站起来说：“依我看，一个原因是自然灾害的影响。
咱们大队前几天刚下了一场雨，紧接着又是一场风，头重脚不稳，引起了倒伏。
再一个原因是虫害的影响。
我扶玉米时，发现有不少都是从钻心虫咬过的地方断的。
”    徐莉莉是个细心的人。
她补充了3点看法。
“昨天，我在大队试验田里干活。
发现有的倒伏重，有的倒伏轻。
比如杂交种京单403倒伏轻些，只有15%倒伏，而农家种白马牙就倒了53%。
另外，密度不同，倒伏程度也不一样。
沟西那块夏玉米试验田，密度6000棵的倒了64%，而密度4000棵的只倒了30%。
所以，品种抗风力差，密度过高也是引起倒伏的两个原因。
”    宋好学等她说完后，慢条斯理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除了上面所说的以外，还有一点就
是栽培管理上的原因。
我们小队井边那块夏玉米，苗期追肥太多了，造成前期生长过快，靠近地面的几个节又细又长，而结
棒子的地方就升高了，头重脚轻，风一刮，就倒了。
另外，我看不培土的也容易倒。
”    陈老师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用简洁的语言把大家说的总结了一下。
“大家说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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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引起玉米倒伏有4个原因。
一个是品种问题。
一般说来，农家品种秧棵高，根子弱，容易倒；杂交品种秧棵较矮，根子发达，茎秆的韧性强，所以
不容易倒。
第二个是密度问题，密度过大，通风不良，光照不足，生长拥挤，秧棵就会窜高，长得不壮实，就容
易倒。
第三个是灾害问题。
暴雨、大风、虫害，还有病害，比如玉米茎腐病，在茎秆那儿出现腐烂，也就容易倒伏。
第四个是管理问题。
追肥这个问题，刚才宋好学已经讲得比较清楚了，我不重复了。
关于培土问题，我再说几句。
以前我们讲过，玉米有3种根：种子根、次生根、气生根。
气生根，也叫旱根。
旱根就像爪子一样，扎在地上，使玉米牢牢地站着。
如果不培土，旱根碰不着土和水，就憋在那儿，长不出来。
这样，抗倒能力就差了。
关于玉米倒伏的原因就说到这儿吧！
原因找到，怎样防止倒伏就好回答了。
大家再讨论讨论，防止玉米倒伏有哪些办法？
”    承上启下的教学方法使同学们的思路又转到了第三个问题。
大伙儿发言很热烈。
一个说“要及时治虫”，又一个说“要合理追肥、合理密植。
”有的说“要选抗倒能力强的品种”，也有的说“要在雨季前做好培土工作。
”陈老师在大家发言后又补充了几条。
比如，播种前要深翻土地，土壤疏松，根子就扎得深，能增强抗倒力。
玉米苗期可以采取蹲苗措施，春玉米、夏玉米在苗期进行中耕松土，促下控上，可以使秧棵生长老健
，根子发达。
另外也可以根据当地经常刮风的方向，采取顺风定玉米行向，有利于降低倒伏率。
老师一边讲，同学们一边记，共记下了七八种办法。
    最后，陈老师又围绕着“玉米倒伏后应该怎么办”的问题讲了几句。
“玉米倒伏后，叶片互相交错、重叠，影响通风透光，叶片的光合作用弱了，就会降低千粒重；倒伏
后也会影响授粉，引起秃尖、缺粒；挨着地皮的棒子也会因受高温、雨水的影响而造成霉烂。
所以，倒伏后要立即把它扶起来，尽量减少损失。
可以把几棵玉米用叶子捆在一起，互相依靠，站立起来。
捆的地方应该在结棒子的下面。
过一段时间，待根子扎牢了，再打开，使它通风透光。
”    这一堂农技课，上得生动活泼，同学们感到很满意。
既参加了扶玉米的实际劳动，又学到了关于玉米倒伏的理论知识。
大家希望陈老师以后继续这样讲课。
P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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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总算写完了，这是我一生中花的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多，写的文字最多的一篇文章。
    为什么选这个题目？
我中学时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奥斯特洛夫斯基有一句话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
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
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这句话对我印象深刻。
我感到人的一生不能虚度年华，活着要有点意义。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在党的培养和人民的哺育下，多少有点人生感悟和经验积累，告诉年轻人，传
授给他们一些有益的经验，也可能对年轻人今后成长有好处。
    我有什么才能呢？
刚开始，我想重点是文字写作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从我个人档案中选了一部分文章来分析，谈体会。
年轻朋友看完上面这些文章和体会，可以对文字写作和口头表达能力有个基本了解。
在写作过程中，我琢磨文字写作与口头表达能力背后是什么呢？
我认为，是认识事物的能力和逻辑思维的能力。
你对一件事物认识得清楚，则容易表达清楚，思路清晰，说到点上。
逻辑思维清楚，表达容易有条理。
所以，要提高表达能力，关键要提高认识事物的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而这些能力又怎样提高呢？
靠练习！
不断练习，经常练习。
我承认，人有天赋资源差异，但主要靠勤奋。
这就是我对这本书名的解释。
重点是才能和练。
一篇文章要有一条红线，这个题目就是红线。
    写文章要有框架结构。
这本书分为四个框。
按时间排序，分为科员、处长、副局长、退休四个框。
这样划分比较有条理。
每个框突出一个重点。
    第一章，当科员时突出了一个“敢”字。
敢于说话、敢于写作、敢于调研、敢于张罗等等。
对年轻人来说，应当敢于作为，我正是在敢干中得到了才能的锻炼和提高。
    第二章，当处长时突出了一个“用”字，善于利用。
利用农情信息系统、利用专家决策系统、利用行政指挥系统，利用综合调研成果等，目的是为了搞好
本职工作。
对年轻人来说，要热爱自己本职工作，应当善于运用各种资源，在实践中锻炼才能、积累经验。
    第三章，当副局长时突出了一个“忠”字，忠于职责。
我当了17年副局长，2年正局级巡视员，近20年局领导的工作，基本围绕国务院提出的“高产、优质、
高效、安全、生态”十个字做工作。
在温饱阶段，主要围绕高产做文章，开展生产管理、组织玉米攻关、实施丰收计划，搞好两田开发等
活动。
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主要围绕优质、高效做文章，调整种植结构、提高粮食效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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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产品、推广高效模式等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高产问题仍是不能放松的工作。
在温饱阶段向小康阶段发展中，主要围绕食品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开发农业生产、生活、生态功能
。
但我是主管粮食生产的，粮食问题对我来说，仍然是紧抓不放。
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工作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文字写作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锻炼得最为充分。
另外，政策理解和判读能力、联系实际捕捉问题能力、指挥协调组织实施能力、开展科技项目实施能
力等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第四章，突出了一个“乐”字，乐于奉献。
退休后，我的心态是快乐的，乐于为年轻人奉献我的知识积累。
之所以“难得老来忙”，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在工作岗位上各种才能得到了锻炼。
这个命题又回到了这本书的题目。
    看这本书，一定要动脑，边看边思考，才可能有收获。
请记住“五么”思维。
希望你在实际工作中自觉地用“五么”思维思考问题，我相信，你能得到较快提高。
但愿这本书，对年轻人的成长有所帮助，就实现了我晚年的心愿。
祝年轻朋友们努力学习，不断进步。
欢迎读者对本书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
    2012.8.24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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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青春如诗。
岁月如歌。
近半个世纪中，李继扬从北京农业大学走出校门，步入广阔天地。
踏踏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事，在艰苦实践中磨合历练。
逐步踏上北京市农业局的领导岗位，奋力推进首都农业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退休后。
产生了“以人生感悟为年轻人做点实事”的念头，他写这本《才能是怎样练成的》想达到三个目的：
一是给年轻朋友留点启示，二是给北京农业留点资料。
三是给自我人生留点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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