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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让中国立足于
世界民族之林，有一帮
人在拼命，不是我一个
人 …… 这 是 一 个 群
体。”吉林大学地球探测
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黄

大年生前曾这样说。2017年，教育部启动全国高校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活动，5年来共认定两批，
401个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覆盖全部14个
学科门类中的13个学科门类和东中西各省份。今
年上半年，第二批全国高校黄大年教师团队出炉，青
岛农业大学作物种质资源创新与利用教师团队入选
其中。这是继青农农机教师团队入选教育部首批全
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名单后，第二支获此荣誉
的教师团队。入选“黄大年团队”青岛农业大学的两
支教师团队，背后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机械化作业
让农民“挺直腰杆”干活

有花生地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农机。”今年九月进入
秋收时，全国四千七百多千公顷花生又到了收获的季节，
青岛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尚书旗及其团队研发的
十几种花生收获机在全国各大省市的田野里忙碌着。“每
当听到老乡说我们研发的机器‘好用’，就有一种油然而
生的成就感、自豪感，发自内心的高兴。”作为农村出身的
孩子，20世纪90年代初，从事农业机械研究的尚书旗，开
始将目光瞄准以花生为代表的根茎类作物和收获机械研
发。他发现，为了能在农收季提高收种效率，农民们发明
了各种收割工具，但大部分都是半自动化，收割的花生果
秧分离。农民只能获取花生的销售收入，而花生秧就白
白流失或被收货商以极低的价格买走。

“在所有作物里，根茎类作物一直被认为是机械化
的难题，它们长在土里，看不见、摸不着，不容易实现机
械化，而花生，又是难题中的难题。”尚书旗说，“用‘麻
屋子，红帐子，里面住着个白胖子’形容花生非常贴切，
播种时要把‘麻屋子’去掉，带着红衣，花生的红衣很脆
弱，受外力大了，容易破坏胚芽，因此播种机械必须充
分考虑其易伤特性。”就这样，2016年开始，尚书旗决
心帮农民真正实现机械化收种，研究花生联合播种机
械，不仅让农民“挺直腰杆”干农活，还要帮他们提高农
收收入。然而，一台农机，从开始设计到研发成功至少
需要5年。“欧美农业机械基本都是大型机具，价格相
对较高，而且种植模式和国内差别很大。就花生而言，
我国的花生是直立式的，籽粒比较大，而美国的花生是
爬蔓的，籽粒很小。”通过对比国内外花生种植模式的
广泛调研，尚书旗决心啃下这块“硬骨头”。

30年坚持不放松
团队变身“研发大王”

在尚书旗的日程表中没有节假日和周末，他告诉记
者：“早些年忙工作，家就是旅馆；这几年连旅馆都算不
上了，已经升格为钟点房了。”科研的最大价值在于能解
决人们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在尚书旗看来，不
接地气的科研就没有效应。“我们的农机要让农民既能买
得起也能用得住。”尚书旗指着办公室墙上的一张花生联
合播种机的照片说：“我们现在最好的花生联合播种机
械，可以实现起垄、开沟、喷洒除草剂、铺设滴灌带、播种、
施肥、展膜、覆膜、压膜、膜上苗带覆土10道工序一次性
完成；最好的花生联合收获机，集花生挖掘、夹持、输送、
秧蔓——果根分离、秧蔓装袋（打捆）功能于一体，能够实
现花生秧蔓的综合利用价值。”尚书旗说，团队项目总体
技术不仅位列国际先进，核心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更重要的是能够提高农民收入，保证农民实现花生销售
的数量与质量。尚书旗带领团队从花生播种机、收获机，
到根茎类作物生产机械，再到作物育种机械装备，实现了
国内根茎类作物机械化零的突破，研制的花生联合收获
机是当前国内第一个进入国家农机推广目录的花生联合
收获装备。从花生到马铃薯，再到胡萝卜、甜菜、葱、
姜、蒜甚至西洋参，尚书旗带领团队成功走出了一条产
学研之路，通过与企业合作，开发市场，青岛农业大学
俨然成为国内地下农作物机械化设备的研发大王。

盐碱地生物育种
科技支撑稳粮保供

秉承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的育人精神，今年
上半年，第二批全国高校黄大年教师团队出炉，
青岛农业大学物种质资源创新与利用教师团队
入选其中。这是继青农农机教师团队入选教育
部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名单后，第
二支获此荣誉的教师团队。这支团队聚焦国家
粮食安全等重大战略需求，小麦、玉米和花生等
主要粮油作物的育种理论和方法研究，坚持做

“顶天立地”的科研。
今年年初，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花生研

究课题组，在玉米花生带状轮作和花生耐盐
机理研究中取得了全新突破。“近几年，由于
过度开垦等原因，农牧交错带的生态环境日
益受损。”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院长张盈恩
介绍，北方农牧交错带是半湿润地区与半干
旱地区的气候交汇带，是我国中东部地区重
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京津冀地区重要的水源
涵养带，是一类重要的农业空间，探索适宜该
地区的可持续农业生产方式至关重要。农学
院花生研究课题组开始了4年的定位试验，
系统研究了玉米连作、花生连作和玉米花生
带状轮作3种种植方式的土壤特性、作物生
产力和生态效应。“作为山东省的主要经济作
物和我国的重要出口作物，通过接种丛枝菌
根真菌（AMF）与花生共生，进而提高花生幼
苗素质和耐盐性，是实现用地养地相结合、促
进我省滨海盐碱地花生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途径。”

农学院花生研究课题组对花生接种了一
种新型配方预处理，开展了盆栽试验和两年
大田试验。生理数据分析表明，新配方显著
提高了盐胁迫下花生叶片净光合速率、叶绿

素荧光相关参数、抗氧化酶活性、渗透调节物质
含量，提高了花生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的生物
量，也提高了盐胁迫下花生根系抗氧化系统和
多种代谢途径的基因表达水平，为在大田条件
下推广该新型AMF提高花生耐盐性和产量提
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耐热玉米育种
打卡全国高温地

团队十几年如一日奋斗在农业一线，科技兴
农、助力扶贫，努力践行着“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中”。种子安全事关百姓民生，如何通过科研突破
种业瓶颈，始终是团队矢志不移的方向。记者了
解到，团队中另一支玉米作物功能基因组学课题
组，还突破了玉米耐高温的育种探究，使得未来我
国在各种高温天环境中，保证玉米种植和产量。

从吐鲁番到海南，2017年开始，为了能够研
究出玉米耐热领域的育种成果，农学院李玉斌
教授带领玉米作物功能基因组学课题组打卡了
国内最具代表性的“高温城市”。每年五月，在
全国有名的火炉城市——新疆吐鲁番，近40℃
的温度下，李玉斌团队深耕田野，开展玉米热害
的大田表现及耐高温遗传特性研究，先后测试
了近2500多份玉米种质资源，其中包括团队自
创的2300份玉米杂交组合、近100份玉米自交系
和100多份种业集团的参试品种。经过多年的
研究，现已筛选出耐高温玉米杂交组合20多个、
不同遗传背景的耐高温杂交种或品种10余份。

“只有在自然高温环境中研究、培育，才能真正
有所收获。”李玉斌表示，近几年，全球出现绝对
温度高、持续时间长的天气逐渐增多，为了能够
解决这一对自然农作物带来的影响性因素，要
加速找到解决办法，稳稳地保住农民的庄稼地。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钟尚蕾
图片由受访人提供

农业机械教师团队 作物种质资源创新与利用教师团队

胶州市第二实验初中突破发展瓶颈，
优化“一点、两线、三翼”模式，努力实现教
育教学质量跨越式发展。学校以学生“减
负提效”为工作重点，高度重视学生课业
负担问题，尤其在作业减负方面，学校会
不定期组织全体或部分学生做问卷调查、
座谈交流，了解学生的课业负担情况，进
行分析反馈。学校每印一张试卷，必须经
由备课组长签字、级部主任签字方可印
刷，杜绝低质量、重复性练习。同时实行
作业定量，学校对各学科每天布置的家庭
作业时间进行了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超
时、超量。

此外，学校将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和学生
学习能力两线并行，学校高度重视教师个人
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的提升，打造了“三大团
队”即：备课组长研讨团队、骨干教师研升团
队、高效策略研学团队，促进教师成长。

学校各级部精准定位，特色发展，助推学
校教育教学质量持续腾飞。“直面现实，学校
精准盯住每一名老师的蜕变，老师们精准盯
住每一名学生的提升，全校精准盯住课堂的
教和课堂的学，是我校唯一的出路。第二实
验初中全体干部、老师会一如既往，凝神聚力
做好该做之事，艰苦创业依然在路上……”校
长李江如是说。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努力实现教育教学质量跨越式发展
胶州第二实验初中

【资讯】

农学院教授李玉斌在新疆吐鲁番探究玉
米耐高温课题。

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尚书旗带领团队在农田里探究花生联
合收获机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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