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杂交水稻是怎样育成的>>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杂交水稻是怎样育成的>>

13位ISBN编号：9787535571144

10位ISBN编号：753557114X

出版时间：2010-9

出版时间：湖南教育出版社

作者：袁隆平

页数：25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杂交水稻是怎样育成的>>

内容概要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由于“四人帮”的疯狂破坏，国家的经济秩序被彻底搅乱，人民生活非常困苦。
湖南本来是一个农业大省，是历史上有名的鱼米之乡，但那时老百姓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
我作为省里的主要领导人，对老百姓的“吃饭”问题非常忧虑。
而且，毛主席当时的“世界革命”的思想，也促使我们了解到全世界的粮食问题的严重性。
为此，我好像在困难中看到了一个亮点。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如果杂交水稻研究取得成功，那将是对全世界的一个划时代的贡献。
毛主席对农业的高度重视，鞭策我对这一重大科研课题给予关注。
早在1970年，袁隆平和他领导的科研小组，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湖南省领导
机关（那时中共湖南省委尚未恢复，还是“革委会”时期）就对他们的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我和袁隆平曾做过一次愉快的交谈。
他的坦诚，他的质朴，他的科学思维，他的科学视野和宏观意识，都给我很深的印象。
我告诉他，要将水稻雄性不育系的材料，拿到群众中去搞，并要求有关地市和部门大力支持。
对于科学研究，我是个外行。
但我知道，农业生产要发展，就得依靠农业科学的进步；而农业科学的进步，离开农民和土地，是不
可能成功的。
作为一个地方的领导人，支持和帮助他的科研项目，是我的天职。
大概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之间就建立了一种友谊。
此后，杂交水稻在湖南推广试验，取得了成功。
湖南的粮食生产，迅速上了一个新台阶。
1975年，我已经到北京工作。
他们为了将杂交稻向全国推广，碰到了困难。
我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决定从财政上给予支持，并及时要求南方13个省、市立即行动，推广杂交水稻
。
后来的实践证明，杂交稻的大面积推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不仅是袁隆平的成功，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成功。
袁隆平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当代神农！
我长期分享着他们胜利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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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隆平（1930-），江西德安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6）。
育种学家，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至湖南安江农业学校任教。
现任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作技术中心主任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
著有（《杂交水稻培育的实践和理论》、《杂交水稻学》等。
曾获“国家特等发明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联合国科学奖、沃尔夫奖、世界粮食奖等多项
大奖。

　　辛业芸（1966-），女，湖南临澧人。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博士、研究员。
现任袁隆平院士工作秘书。
承担科技部“973”计划、教育部博士学科点专项基金等有关研究项目，获得过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三等奖。
著有《创造学》等，发表论著200余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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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之所以选择学农，其实缘于从小产生的志趣。
那是在汉口扶轮小学读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郊游，参观一个资本家的园艺场。
那个园艺场办得很好，到那里一看，花好多，各式各样的，非常美，在地下像毯子一样。
那个红红的桃子结得满满地挂在树上，葡萄一串一串水灵灵的⋯⋯当时，美国的黑白电影《摩登时代
》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影片是卓别林演的。
其中有一个镜头，窗子外边就是水果什么的，伸手搞来就吃；要喝牛奶，奶牛走过来，接一杯就喝，
十分美好。
两者的印象叠加起来，心中就特别向往那种田园之美、农艺之乐。
从那时起，我就想长大以后一定要学农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愿望更加强烈，学农变成了我的人生志向。
到了考大学时，父亲觉得学理工、学医对前途应该会很好，但我却想学农。
母亲也不赞成我学农，她说学农很辛苦，那是要吃苦的，还说要当农民啦等等。
我说我已经填报过了，还说她是城里人，不太懂农家乐，有美好的地方她没看到。
我说我以后办了园艺场，种果树、种花卉，那也有田园乐！
我还跟她争辩农业的重要性，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没有农民种田，就不能生存⋯⋯　　父母最终是
尊重我的选择，我如愿以偿地进了私立相辉学院的农艺系。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
1950年，经过院系调整，私立相辉学院与四川大学的相关系科、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农科三系合并组
建为西南农学院，我们这个系就改称农学系了，校址在重庆北碚。
我在这里学习了四年，直至大学毕业。
　　说实在的，很多人对学农有想法，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学农。
我觉得既然学了，就应该学以致用，为农民、为国家做点事。
1952年农学院的学生也要到农村去土改，那是真正深入到农村，住在农民家，这时才知道真正的农村
是又苦又累又脏又穷的。
现在可以说说我的真实想法，如果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的不是那个园艺场，而是带我们到真正
的农村，是这样又苦又脏又累又穷的地方，恐怕我就不会立志学农了。
但是，既然选择学农了，我也没觉得后悔，而是坚定了学农的信心。
那时候我是有点雄心壮志的，看到农民这么苦，我就暗下决心，立志要改造农村，为农民做点实事。
我认为我们学农的就应该有这个义务，发展农业，帮助农民提高产量，改善他们的生活。
实际上，看到农村贫穷落后的状态，反而让我找到了自己学知识的用武之地。
再加上小时候亲眼目睹了中国饱受日寇的欺凌，我深深感到中国应该强大起来。
特别是新中国诞生后，觉得中国人民真的是站起来了，我们也要做一番事业，为中国人争一口气，为
自己的国家做贡献，这是最大的心愿。
所以，我感到自己肩上应该有担子。
　　我学的是遗传育种专业，因为我对这个专业感兴趣。
在当时任课的教师中，有一位管相桓教授，这个名字挺有意思，含着管仲辅佐齐桓公的历史故事。
管老师教遗传学，当时一切向苏联看齐，遗传学只能是教苏联米丘林、李森科的一套，但他崇尚孟德
尔遗传学，他曾说米丘林的“环境影响”学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量变，不见质变，最后
什么都没有”。
　　我于是利用大量课余时间去阅读国内外多种中外文农业科技杂志，开阔视野。
我在广泛的阅读中，了解了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观点，并有意识地将他们不同学术观点进行过比
较。
后来我开始自学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时，就去请教管老师。
每次他都是非常认真细致地为我讲解，对我帮助很大。
他坚持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观点，与主流不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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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与此有关吧，1957年他被错误地打成了“右派”，迫于压力，“文革”初期，他便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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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杂交水稻之你，从湖南走向世界，关注全球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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