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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间的追梦人》

【题头】总有人不舍昼夜燃烧自我，总有人栉风沐雨负重前行，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

要榜样引领，榜样是信仰坚定的压舱石，是理想信念的主心骨，是道德操守的顶梁柱，更是照亮你我前路

的星火，榜样就在你我身边。

毫厘之间，追寻造物极致，平凡岗位，深藏报国雄心。她是 10 位 2022 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中唯

一一名女工匠，也是青海首位“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桥式起重机司机田得梅，

她用毫厘之间的精湛技术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身材瘦弱的她让人很难和这项“高精尖”的“天车”

司机职业联系在一起。

时值冬至，在第四届“青海榜样”宣传发布活动现场，我们见到了这位小身躯中蕴含大能量的“空姐”

——白鹤滩机电安装工程项目部“天车班”班长田得梅。

田得梅：青海交通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水电四局的田得梅。

记者：其实说起“天车”的时候，首先从外观上讲，它就是一个庞然大物，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是如

何与“天车”结缘的。

田得梅：我在学校学的是电气专业，学业满两年以后，当时水电四局来学校招聘，面试的时候我并不

知道“天车”是什么，直到面试通过，我被分配到兰州西固基地的一个车间，我才见识到了“天车”。当时

我们培训了 40 天，我被分配到拉西瓦水电站，才真正第一次见到了这个庞然大物，当时也把我震撼到了。

很多人听到“天车”，应该和田得梅第一次见到它的样子一样，充满未知和好奇。“天车”是在高架轨

道上运行的一种桥架型起重机，供司机作业的起重机操作空间只有 2 平米，与普通汽车相比，“天车”的驾

驶难度大很多，需要灵活掌握“天车”行驶的角度、高度、转向，对操作者的技能和经验都是极大的考验。

从培训学校到工作的第一站拉西瓦水电站，真正见到这个巨无霸，让初出茅庐年仅 17岁的田得梅心里犯起

了嘀咕：“这么大的家伙，一定不好开吧？一根安全绳索，一顶安全帽就是全部装备，万一掉下来该怎么办？”

记者：当时去到拉西瓦水电站，看到这么大的机器，心里有没有打退堂鼓？

田得梅：确实有点胆怯，因为在培训期间，车间里是一个小“天车”，吨位比较小，但真正到了工地的

时候，我所见到的那个“天车”吨位比较大，当时那边的“天车”也是 800吨。见到它后，我的心里肯定

多多少少是有些胆怯的，我当时就在想，我到底能不能把开“天车”的这个技术很好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到了现场我才发现，我需要操作的“天车”要比车间学习时候的“天车”更高、也更先进，而且当时拉西

瓦水电站还没有修建专用的铁梯上“天车”，需要（用）脚手架，爬的时候它会晃来晃去，当时我挺害怕的，

我的师傅杨玲玲就给我打气，鼓励我，让我别害怕、别担心。

胆怯过后，田得梅内心浮现出了一个坚定的想法，有一天自己也要征服这个庞然大物。未来充满无限

可能，而她想要做一个久经风浪的船长，稳稳地握住手中的舵，勇敢地向着远方和未来前进，哪怕逆浪而

行。早上醒来默背操作规程和实际操作中的每一个要点细节，临睡前像过电影一样，将吊装的过程在头脑

中再过一遍，拿不准的地方就赶紧记下来，请教、思考、反复推敲，直到完全了然于胸，她要把大大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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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完全装进脑子里，控制在手心里。

记者：从您开始真正接触“天车”到逐渐的熟练，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田得梅：当时我们被分配到拉西瓦水电站（的时候）有三个学员，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带我的师傅

年龄也比较小，（我）每天跟着师傅，师傅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这个过程就是在学习技术方面知识，

有的时候师傅手把手地教我怎么去操作，怎么操作地更稳，这个过程大概花了半年多。

参加工作以来，田得梅始终奋战在水电建设项目一线，5840个日夜，她跟随公司水电建设项目奔波在

祖国的大江南北，日复一日地磨练，也让她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技术本领。

记者：您大概在这个岗位上已经从事多长时间了？

田得梅：16年了。

记者：听说您在工作之余还会经常去绣十字绣，而最初绣十字绣还是和您的工作有关系，这一针一线

的女红和一停一顿的“天车”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田得梅：我的性格就是比较活泼好动，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一天上班在“天车”

上面一待就是四五个小时，为了磨炼我的耐心，更沉稳地掌握操作技术的精髓，看着师傅们下班没事在织

毛衣、绣十字绣，我自己也买了十字绣去绣，磨磨我自己的耐心，而且刚开始绣的时候我怎么也绣不好。

记者：这么一说还真是一学就会，一干就废。看似简单的事情，实际操作起来你就会发现没有那么容

易。很多人其实不太了解“天车”，会有这样的一种误解，觉得开“天车”会不会就和开车一样，掌握好方

向就行了，但其实你真正了解之后就会发现，这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在你看来，开“天车”最大的难度在

哪里？

田得梅：开“天车”你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是把材料、设备从这一处挪到那一处，你还要考虑这个设备

的安全，还要平稳吊装到指定的区域。在吊装的这个过程中，设备的安全、周围的安全、人身的安全都掌

握在我们司机的手里。我记得我师傅上班那时候给我说过，就像开汽车一样，不同的司机会给乘客带来的

乘坐体验也不一样，开“天车”也是一样的道理，如何把这些特殊的“乘客”舒适地吊送到指定区域，这

就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在职业的成长阶段，田得梅说，师傅杨玲玲是对她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当年 17岁的田得梅刚入行，于

是 31 岁的杨玲玲有了第一个徒弟，也成了当时最年轻的师傅，而师傅的成熟稳重给田得梅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师傅不仅教会了她技术，也成为了她生活中的知心姐姐。

记者：杨师傅您好！还记得田得梅刚成为您的徒弟时候的情景吗？

杨玲玲： 我记得田得梅刚来的时候年龄比较小，她的性格非常活泼，但是在工作当中，我觉得这个小

姑娘还是比较勤奋好学的一个孩子。像我们开“天车”这个工作，其实主要还是要有细心、要耐心，而她

这样的一种性格，好像和这个工作出入还挺大的，这么多年来，她也付出了很多。就像我们那会儿没事的

时候绣绣十字绣、织毛衣，我从来也没和她说过，但都是她主动跟我们学的，因为我（们）这个工作，你

要是坐不住是没有办法干好的，而且她是有不懂的就会反复问我，确实是个很好学的人。

当聊到徒弟的成就时，师傅满是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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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玲玲：当时听到她获得这个“大国工匠”，作为师傅，其实我真的为她感到骄傲和自豪。

从黄河明珠拉西瓦水电站、美丽河湖龙江水电站、金沙江最后一级水电站向家坝水电站、国家“九五”

重点工程万家寨水电站、青海蓝色冰河上的尼那水电站，到今天的世界单机容量最大的白鹤滩水电站。从

空中的“天车”司机到地面的机组检修，哪里需要，她就和“天车”在哪里相会。

田得梅：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去了拉西瓦水电站，后来又去了龙江水电站，之后又去了向家坝水电站。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向家坝水电站安装当时世界上单机容量最大的 8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看着老师傅们

操控桥机，将 1860 吨的转子顺利吊装就位，我特别地羡慕，当时我也在想，我什么时候也跟师傅们一样能

吊这么大的转子。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慢慢地，田得梅手中十字绣的一针一线在绣布上越来越听话，流畅又丝滑，

而她在“天车”上的操控配合也愈发默契，经过不断摸索还总结出来了一些小窍门，“眼看、耳听、鼻闻、

脑想、手动，手动换档时要注意逐档增加或减少，不猛拉猛拽猛按”……毫厘间的“操作密码”在她边挑

战边摸索中被解锁了，此时田得梅也成长为国内为数不多可以完成巨型精密装置吊装的桥机司机，而命运

再一次降重任于她。

位于云南省巧家县和四川省宁南县交界处的金沙江干流河段的白鹤滩水电站气雾氤氲，萦绕峰峦。2019

年 4月，中国电建水电四局白鹤滩机电安装工程项目部刚刚成立，29岁的田得梅将家中两个年幼的孩子托

付给父母，奔赴白鹤滩，成为项目“开荒者”之一。2020 年 8 月 18 日，白鹤滩水电站全球首台百万千瓦

水电机组转子迎来吊装时刻。

记者：白鹤滩水电站作为实施“西电东送”的国家重大工程，这样的一个超级大工程，我相信对于您

和团队来说一定是不小的挑战。

田得梅：当时白鹤滩水电站这个转子重达 2100吨，在我们这个“天车班”团队和地面指挥人员的相互

配合下，才能去精确地完成这项吊装工作。因为间隙只有 51 毫米，不可能是我一个人去完成的，只有在地

面指挥人员的相互配合下，才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它是需要由两台 1300吨的桥机配合完成吊装，在吊

装的过程中，两台桥机需要保持步调高度一致，所以当时我们的压力也非常大。

记者：“51毫米的间隙”这是个什么样概念？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挑战呢？

田得梅：在吊装的过程中，你不能出现任何的差错，要是中间带来晃动，给转子和定子之间造成的损

失是不可估量的。全球首台啊，吊装的机会只有一次，也只能有一次，你没有试验的机会，其实当时我心

里也没有底，吊装的前两天，我就没有睡过安稳觉，因为我和我的团队的操作太重要了，那两天吃饭的时

候，我就把两根筷子想象成操纵杆去模拟吊装的情景。

记者：听说平时练习的过程当中，你们还会拿鸡蛋来练习抓取的精准度。

田得梅：平常不忙的时候，我们就拿鸡蛋来练习，因为鸡蛋比较脆弱，用它练习我们在“天车”上操

作时的力度，包括和地面工作人员的配合度，因为坐在“天车”上，你是看不到地面的情况，所以地面指

挥就是我们“天车”司机的“眼睛”，只有这样不断的去学习、努力、积累经验，才能完成各项高难度的吊

装任务。

记者：所以整个吊装的过程，配合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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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得梅：对啊，所以我们班组成员也是一次次模拟转子吊装过程，反复复习注意事项，一遍又一遍地

对触电控制器、刹车片、行程限位、警报装置等等部件进行检查，确保万无一失。

最终，面对 51毫米的误差限制，在眼睛无法看到的情况下，田得梅凭借出色的作业水平和同事的精密

配合，一次性顺利完成全球首台百万千瓦水电机组转子吊装。22天后，白鹤滩水电站 2 号机组转轮实现成

功吊装。2021 年 6 月 28 日，誉为当今世界水电行业“珠穆朗玛峰”的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顺利投产发

电。

记者：看着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顺利投产发电，您当时是什么心情？

田得梅：说真的，我当时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么大的国之重器，有我和团队的付出，我也觉得非常的

骄傲和自豪。

记者：还记得当时获得“大国工匠”这样一个重量级的称号时，自己的心情吗？

田得梅：当时通知我的时候我真的懵了，我还想着就是去了给我发个证书，结果说是要去南京，去的

时候我还没有多想，到了之后我才发现，那么大阵仗，长这么大我从来没上过那么大的舞台，我感觉到无

数个摄像机对着我，当时又激动也很紧张，真的。

记者：“大国工匠”这样的一个称号，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田得梅：这是我的骄傲，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它会时刻鞭策着我，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兢兢

业业地完成每一项工作，我个人觉得所谓工匠，（就是要）做到经得住困难、受得住挫折、忍得住痛苦，执

着地坚持下去，才能把一项工作做精作细。其实在我们“天车”团队当中，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我只是

比较幸运，我觉得这样的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更多的是对我们团队的鼓励，而不是我个人的。

面对成绩和荣誉，田得梅轻描淡写地说，我只不过是做了自己的分内工作而已，其实每一项荣誉的取

得，都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担任地面指挥的起重机师傅、在狭小空间里进行焊接作业的电焊师傅、在

端子箱面前一站就是一天的接配线工友、检测水轮机安装圆度及振动摆幅的水轮发电机组的安装师傅……

每一个岗位，每一个建设者，都在用心用情用力付出，而我只是众多建设者中的幸运儿。

记者：选择这个工作，我想对于您来说更多意味的还是和家人聚少离多了。家人有没有一些怨言，比

如说孩子照顾不上，老人看管不了？

田得梅：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怨言的，因为孩子生病，家里老人生病，我毕竟也不在孩子、父母的身边，

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挺支持我的工作，所以没有家人的坚强后盾，也不会有今天的我。

记者：有没有觉得，这么多年下来，在某一方面来说其实还挺亏欠家人的？

田得梅：说起这方面，肯定是有的。我陪伴不了孩子的童年，也参与不到家庭的各种的环节。

记者：孩子现在多大了？

田得梅：大姑娘 7岁，上一年级，小的儿子 5 岁，今年上幼儿园中班。

记者：正是童年最好的一个时间段，但是在他们童年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少一些妈妈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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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得梅：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基本上是在工程上，一出去就是一年，聚少离多很少陪伴孩子，也

就是过年放假的时候跟孩子和家里人团聚，要是中间没有啥事，也不会特意的去请假回趟家。我也挺感谢

我的家人，公公婆婆对我工作上的支持和生活上的帮助。因为我的老公也是跟我一个单位，我俩常年都在

工程上忙，所以很少顾得上家里。

记者：我知道你们“天车班”的女生还挺多的。

田得梅：我们“天车班”高峰期的时候有 14 个女生，很多人以为操作这些大型的机器都是男生，其实

不是这样的，因为女生会细心一些，仔细一些，而且我们“天车班”的各个都很优秀，比如就拿我的徒弟

邓满萍来说，她在学习技术这块，当时她是学得最快的，她是在白鹤滩（水电站）呆了两年多，其他项目

需要“天车”司机的时候，她是第一个被分配到那个项目上的。

记者：工作任务重的时候你们会在“天车”上呆上好几个小时，那你们渴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田得梅：我们上下“天车”一般需要 20分钟，因为我们是配合工种，为了不影响施工进度，工作的时

候我们就很少喝水，这样也节省了很多的时间，你要喝太多水，来回上下“天车”就很费时间。

记者：所以你们真的是了不起的“天车娘子军”，作为“天车班”的班长，你对徒弟们应该也是非常的

负责。

田得梅：我感觉这其实是一种传承，当初我的师傅毫无保留地把技术教给了我，那现在我也会不遗余

力地把我所学到的技术全部传授给我的姐妹们。

记者：听说您在生活和工作上反差还挺大的，生活上挺会照顾大家，但是工作当中，作为班长对大家

也非常严格。

田得梅：因为我们这个工种相对比较特殊，对大家严格要求，大家才能独立完成一次次“不能再来一

遍”的工作，所以我们“天车班”的成员在作业前，我们都会提前半个小时上桥机进行试车，并对桥机进

行全面的检查，尤其是要检查触电控制器、刹车片、行程限位、警报装置等设施的完好情况，做好每一天

的桥机日常维护保养。

如今的的田得梅已经成长为“天车班”班长，也带出来了 6 位徒弟，而她们目前不仅全部能独立负责

吊装作业，更是凭借自己优异的工作表现转录成为了中国水电四局正式员工，李彩玲就是其中的一位。

记者：你好！彩玲，作为“大国工匠”、“青海榜样”的徒弟，内心是什么感觉？师傅给你最深的影响

是什么？

李彩玲：在生活中，师傅教给我最多的是如何懂得人情世故，在工作中，她也会毫不吝惜她的时间，

会不厌其烦一直指导着我，让我逐渐掌握开“天车”的精髓。

记者：你觉得老师身上有哪些品质是特别可贵的？

李彩玲：就是她对生活还有工作的热爱，她对自己很严格，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她只会越挫越勇不会

退缩，就好比这次白鹤滩吊转子来说，当大家很紧张，谁都感觉比较激动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在想她是怎

么做到那么淡定，平平稳稳会把转子吊下去的，而且一点也不会胆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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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看到师傅获得这样的殊荣之后，你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

李彩玲：第一想法是我的师傅是如此的厉害，更多的是在给别人说起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特别骄傲，

有这样的师傅，你就会觉得是你永远的榜样。

记者：如果用两个词语来概括师傅，你会用哪两个词？

李彩玲：我觉得应该是严格和温暖，她不只对自己严格，她对我们也是很严格，比如说我们干活时，

她会一直在跟前陪着，她也不会干别的事情，从上班可以陪到下班，要是我们中间出错了，她就会立马纠

正，一点都不会留情面，但正是她的这种严格，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很多，而且她的这种陪伴就会让你很

踏实。

爱才有加，宽严相济，耀眼的人不会只发出一种光芒，田得梅把细心注入了工作，也把细腻留给了身

边的人，谈到师傅温情的一面，李彩玲有些哽咽。

李彩玲：让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刚上班那会，也就差不多十七八岁，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

我从小到大没有过过生日，长这么大第一次给我过生日，买了蛋糕的是师傅，当时我很感动很感动……

正是这样的一种传承，2021年 4 月 19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2021 年全国先进女职工

集体和个人表彰大会，因为表现优异，这支“娘子军”荣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称号。田得梅被中国

水电四局机电安装分局评为“金牌导师”，获得中国能源化学地质工会“大国工匠”荣誉称号。

记者：今天获得了“青海榜样”这样的一份殊荣，在您心目当中，对于榜样的理解是什么？

田得梅：我觉得榜样是一种力量，也是一面旗帜，更是一盏明灯，应该成为一个行业的模范，但是我

觉得我距离榜样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个人的身影是渺小的，但信念的力量是无限可能的，我坚信，只

要勇于和困难做斗争，敢于走在前列，闪光的火花就会照亮前进的方向，就会点燃通往未来的启明灯。

一个朴实无华的名字，一段写满奋斗的人生。恰如树根在曲折中前行，终有一日破土而出，展露真容；

亦如树根，吸吮大地灵气，终向青天奉献一袭绿荫。相信这位 90后姑娘，将继续以孜孜以求、坚韧不屈的

精神，在毫厘之间，书写大国篇章。

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田得梅把青春奉献在了“天车”的方寸间，书写着大写的奋斗，追随光、

靠近光、成为光。在田间地头，还有一群以泥土为伴，让小小种子结出累累硕果的“土专家”，他们把论文

写在了高原的大地上，让我们共同走进他们。

一个个硕士、博士研究生不坐办公室，却常年在田间地头忙活，小小一粒油菜籽不仅被他们卖到了国

外，也让青海省成为我国春季油菜科研水平最高、品种更新换代最快、种植效益最好的地区。由他们培育

出的优良油菜品种，解决了含油量低、病虫害多的难题，已经累计在国内外推广了 1 亿亩，让种植区增收

100亿元，也让国人守好了自己的油罐子。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团队？带着这些好奇和疑问，记者在第四届“青海榜样”宣传发布活动现场见到

了青海大学春油菜遗传育种团队中的柳海东、唐国勇、星晓荣三位获奖代表，而他们的话语就像他们一直

潜心研究的油菜籽一样朴实，谦虚中还带着些许腼腆。

柳海东：我是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春油菜研究所副研究员柳海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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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晓荣：副研究员星晓荣。

唐国勇：唐国勇，单位（我们）一样的。

记者：首先，恭喜你们获得第四届“青海榜样”的殊荣。

星晓荣：不敢当。我们就是农民，其实跟农民差不多。

记者：目前，青海大学春油菜遗传育种团队一共有多少位成员？中间最年轻的是哪一位？最年长的又

是哪一位？

柳海东：（我们）17 个人，（最年轻的）88年 35岁。

记者：最年长的是哪位？

柳海东：最年长的就是我们的领导了，差不多六十岁，他是没有双休的。

记者：刚才几位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团队的成员是 17位，目前咱们主要负责哪些工作呢？

唐国永：我们是做全国的春油菜的科研育种，还有种子生产和推广。

星晓荣：对，我们事情都比较杂，其实不光是下地，可能还要写项目、做实验、写论文，跟农民打交

道、经常去田间地头看。

油菜是青海的六大作物之首，也是青海重要的经济作物，全省种植面积达 230 万亩，占青海省总耕地

面积的 27%，是大多数农民生产的首要选择，对农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青海大学春油菜遗传育种团队由

此应运而生，他们开始摸索杂交油菜的育种工作。30多年来，团队中的成员不断增多，但工作的重心和任

务从没有变过——大力发展油菜产业，让油瓶子里尽可能多地装中国油，保障我国粮油安全。

记者：对于我们青海人来说，其实油菜一点儿都不陌生，可是为什么一定要推广或者培育春油菜？

唐国永：二三十年以前，他们种的这些品种都是老的品种，以前的农家品种，榨出来的油品质产量低。

按照营养学来说，（老菜籽）不是优质的，我们做的工作就是要提高这些油菜种植区的产量，（榨出的）油

品质更适合于食用，更营养健康。

柳海东：我们老家种那种小油菜，我印象特别深，我们家一亩地就一袋，可能就是 80斤，3 斤菜籽（榨）

1 斤油，也就（榨出）20多斤油。

当时的油菜不仅产量低，而且品质差，含油量也低。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唐国勇和团队成员们从油菜

开花的第一天起，一天将近十个小时都在地里。顶着烈日，弯着腰，一株株检查每一朵花的情况，直到 30

多天后花期稳定。油菜籽的育种中人为可控因素极其有限，一旦碰上苗期的冻害、干旱、开花阶段的阴雨

天气，油菜花就无法结籽，产量便会急剧下降。如果当年油菜种植面积扩大，种子供应变成了“老大难”

问题。

记者：咱们经历了多少次春油菜的种植杂交，才培育出了最优质的种子？

柳海东：我们从 90年代初开始进行杂交种选育的，我们第一个品种选出来是 1996年，这中间跨度是

六年，不止六次，云南元谋一个南繁基地，相当于种了 12次，最后才选育出这么一个产量比较好，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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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比较优的杂交种。

青海大学春油菜遗传育种团队培育出全国第一个有实用价值的优质春油菜杂交种——青杂 1 号，替代

了很多常规品种，油菜产量大幅提升，增产率超过 20%。从此，春油菜种子的迭代史不停地被更新。

记者：到目前我们培育了多少种春油菜的品种？

柳海东：我们从 90 年代初开始培育第一个杂交种——青杂 1 号，到目前青杂 20 号，共有 16个青杂系

列杂交种。青杂 5号是骨干型品种，青杂 12号是成长型（品种）。

经过多年的努力，春油菜的育种终于成功了。可是，如何让世世代代种地的乡亲们接受新品种？新的

难题又出现了，唐国勇便开始拿自家的土地做实验。

记者：唐老师，听说那会儿为了推广实验田和种子，您对亲戚、同学、家人没少下工夫。

唐国永：一年的庄稼两年的苦，你一旦要是收成不好，那就是一年的功夫（白费了），我们农村里有家

的，我们自己先认领 1000 亩地，首先是家人，家人也理解，他们也知道搞这个油菜育种（的辛苦）。然后

亲戚朋友同学，（给他们做工作），他们先种，他们种完以后确实好了。村子里一看，这确实是个好东西，

比以前的老品种一下子增长 20%。相当于一亩地就多打一袋菜籽，像今年的一袋菜籽，就 300多块钱。

慢慢地，春油菜的知名度越来越高。2000 年，团队期待已久的大面积种植在青海、甘肃、新疆等省区

的高海拔、高纬度地区也拉开了帷幕。这一幕却惊险万分。

记者：这团队也算是走过南闯过北，刚提到说最远到过云南元谋，呼伦贝尔，团队在大面积种植当

中遇到过哪些困难？

唐国永：就是刚好油菜出苗的时候，（苗）它特别小、特别嫩，地里边就守着，趴着看那个虫子，而且

那个虫子小，就像芝麻粒那么大，你要是一不小心看不到，稍有动静它就跳走了，你就看不见了。

为了杀灭病虫害，他们天天趴在地头仔细辨认处理。当然，他们也会在田间地头遇到不速之客。

星晓荣：那时候还在去杂，去杂的时候露水也非常大，蛇就趴在油菜（花）上面，也有学生看到，确

实挺可怕的，作为女生来说，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

柳海东：北方的蛇可能毒性还小一点，你说到这个蛇，我前几天刚从我们南繁基地回来，云南比较热，

就我们基地边上，我看见好像是（条）烙铁头花的三角形的（蛇），那种有毒。

唐国永：我们最害怕的是（晚上）收菜籽，一个范围里边 1000亩地的，可能有几百户人家在那收，它

那个地周围有坟，到晚上的 11、12 点，（瘆得慌）。

星晓荣：没有灯，就特别黑，你要从这户到那户，你就得那个坟堆里穿过去，那时候 就壮着胆子过去，

确实（挺害怕）。

唐国永：天黑了，啥看不见，就拿个手电筒……

这样的经历对于他们来说比比皆是，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和家人讲起过。由于长时间的聚少离多，为了

不让家人担心，这些年他们都默默地学会了报喜不报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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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几位老师们平均一年在田间地头得待多长时间？唐老师先来说一说。

唐国永：我们是从三月份开始种地，加上南繁的这个基地就不止半年了，就到八个月。

柳海东：八个月了。

年轻的研究员星晓荣，孩子还在上幼儿园，正是喜欢撒娇的年纪。星晓荣谈起在家的时间，眼眶有些

湿润。

记者：我相信家人是比较支持和肯定这份工作的，但是当家里的孩子生病或者是有一些突发情况的时

候，爱人、父母亲和孩子，有没有说过、抱怨过，说：“怎么有事都指望不上？”

星晓荣：家里的大多数事情，其实就是扔给父母。父母替我看孩子，孩子生病也好，上学也好，都是

他们在代劳。这一块其实我还欠缺的挺多的，尤其我父亲说不要打电话，不要去打扰她。

柳海东:报喜不报忧。

星晓荣：对，尽量不要去打扰。

盼星星，盼月亮，家人好不容易盼到他们回来，可是一回来，他们不是泡在实验室，就是去往州县授

课的路上。就在上周，唐国勇的大儿子所在学校要举行 18岁成人礼，而这一次，作为爸爸的唐国永又失约

了。

唐国永：现在遗憾的就是对他们的陪伴，还有小孩的教育这一块，我的老大，高中的成人礼我就没去

参加，刚好那一天互助有一个科技培训班，给农民培训我们的新品种、新技术推广这个事情，我就走掉了

（没能参加）。

记者：孩子有没有埋怨？

唐国永：埋怨啊，（孩子说）你不来，别人一个学生后面来四五个人，我（只有）妈妈一个人来（参加）。

团队中的每位成员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正是他们这样的一份执着，让我们走在青海不同的生态区，

可以看到全省种植面积达 230 万亩不同品种的油菜花，占青海省总耕地面积的 27%。青杂系列的品种，无

论早熟、中熟和晚熟，在青海各地都可以种植，这是他们的成就，也是他们的骄傲。

记者：咱们青海全域都在种油菜，我们发现不同的地方，油菜的高低、个头、大小，包括开花的时间

都不太一样，这是为什么？

唐国永：品种它有它的适应性，我们青海，你看从民和（海拔）1800米的地方种油菜，然后一直到门

源（海拔）3100 米——3200 米的这些地方都在种油菜，民和种的油菜和门源种的油菜是截然不同的。门源

的油菜从种到收只有 120 天，但是民和、西宁周边从种到收 150 天，是不一样的。民和、西宁周边最高产

量能达到 900斤。

团队对不同品种的推广使优质甘蓝型油菜种植区海拔上限提高了 350 米，油菜单产提高了 40%，油菜

籽含量提高了三个百分点以上。春油菜也开启了我国北方高海拔、高纬度油菜产量和品质的一场革命，为

我国北方农民致富做出了巨大贡献。30多年的坚持不懈，终于迎来了全国乃至世界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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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春油菜的种子最远种到哪里了？种植面积大概是多少？产量又是如何呢？

唐国永：我们国家来说，（地图上）“鸡头”、“鸡尾”都有——新疆的伊犁那边我们有，在黑龙江跟俄

罗斯和蒙古连接的地方——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也种植）。

柳海东：面积特别大，年推广面积特别广达到 400 多万亩，占我国春油菜区杂交油菜总面积的 85%以

上，在我省所用的杂交种，100%都是我们的品种。累计在国内外推广 1 亿亩，种植区增收 100 亿元，这也

是我国在国外大面积推广的油菜品种。

2023年，青海大学春油菜育种团队在第七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当天获得“创新争先奖”。

记者：我知道在 2023 年，咱们团队也是喜获了第三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这个奖它的含金量特别的

高，这个奖仅次于国家的最高科技奖。

星晓荣：这个奖是国家每三年才评选一次，今年全国入选了七个团队，我们就是其中之一。

柳海东：（获奖的七个团队）包括李家洋院士等院士团队，七个团队也只有我们不是院士团队。

唐国永：我们也很自豪。

记者：这次，团队又被评为了第四届“青海榜样”，那几位老师一路走来，你们觉得榜样或者是什么样

的力量能够让你们坚持到现在？

柳海东：为什么能成为榜样，或者说有哪些可以学习的榜样，我感觉一个就是我们这种永不言弃，一

次一次的失败，从头再来，不放弃；再一个就是我们坚持不懈，从我开始工作，就有将近 10年的时间，唐

老师他们已经有 30 多年，一直是坚持不懈，围绕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不罢休；第三个我感觉

就是比较踏实肯干吧，就像农民一样，俯首甘为孺子牛。

记者：唐老师，我们也知道您是团队中从业时间最长的第一代科学家，您觉得这么多年什么是您坚持

的动力？

唐国永：当时小的时候就是吃不饱受过苦，就是想着把这个农业（搞好），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老百

姓的产量产值提高，（现在）产量比以前翻番了。吃饱的同时，我们可以把菜籽卖掉，这样的话补贴家用，

就是修房子，（过好日子）。

记者：现在咱们村里人，包括您的左邻右舍、亲戚们，在农村是不是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唐国永：是啊！以前我们就是拿土夯起来的那种墙盖得杨木房子，现在大部分都是那个是松木大房、

水泥盖的板房，而且家里都有封闭，一看就是新农村的景象。

记者：让咱城里人都羡慕。颁完奖之后，也慢慢进入到了咱们的冬闲时间段了，明年有什么样的工作

安排和工作打算？

柳海东：去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和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包括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出来

了，我们要扩量增油，提高大豆等油料作物的产量，我们自己不仅要装满粮袋子，而且我们要拎稳我们的

油瓶子，我们的育种目标是很长远的，它是很持久的，一方面我们要面对生产上存在的问题，另外一个方

面，现在国家在强调生物育种，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加快育种进程，生物育种主要用到一些最主要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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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基础性的研究、功能性基因，我们在这一方面还要加强研究。

分别之时，记者和青海大学春油菜遗传育种团队的老师们相约，明年春天一定要去他们新培育的七彩

油菜花田转一转。

记者：（我们）完全没有和土地打过交道。

星晓荣：我们种地的时候你们可以过来，也是很壮观的。

唐国永：那也是一种技术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