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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进高建进

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熺：

顶着烈日，冒着酷暑，站在福建
平潭幸福洋盐碱地一片茂盛的菌
草旁，年近八旬的林占熺一脸幸
福：“大家请看，这里是重度盐碱
地，连木麻黄都无法存活，但是菌
草却能稳定生长，特别是采取起垄
丛栽方式种植的菌草，其长势旺
盛，明显优于其他栽培方式。”“七
一”前夕，这位福建农林大学教授、
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
科学家，来到平潭长江澳的菌草基
地，向几十位院士专家介绍菌草改
良盐碱地和防风固沙生态成效。

长江澳是平潭最大的风口之
一，风大沙猛，导致这片区域种下
的植物难以成活。2018 年，当地与
福建农林大学合作，筛选“巨菌草”

“绿洲一号”“绿洲三号”等多个适
宜治理风口流沙生态的菌草品种，
进行试验种植。

“经过4年的试验，我们筛选出
的‘绿洲一号’菌草，可以在含盐量
9‰以下的盐碱地种植生长。菌草
不仅能保持水土和降低土壤的盐
碱度，还能作为动物饲草，具有生
态和经济的双重效益。”林占熺说，
在党的生日到来之际，能用新的成
绩向党组织汇报，“作为一个老党
员，我非常激动，也倍感幸福！”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写在农民

的钱袋里”，是这位被誉为世界菌
草技术之父、中国扶贫“菌草鼻祖”
的老党员始终坚持的科研信念。

20世纪70年代，林占熺调到福
建省三明市真菌研究所工作。那
时，国内外食用菌和药用菌人工栽
培基本都以林木为原料，砍下树木
做成菌棒培育菌类。“锯一车树回
来种香菇，值不值得？”在工作中，
林占熺意识到“菌林矛盾”和随之
可能产生的生态问题，“以草代木”
的想法从他脑海中冒了出来。此
后，他克服经费不足、设备落后等
困难，废寝忘食，刻苦攻关，历经几
年的努力，1986 年 10 月，菌草技术
终于面世，草本植物也能用作培养
基种出食用菌。随后，林占熺的菌
草技术屡获各级发明展览会大奖
和专利奖。

新技术蕴含着巨大商机，也意
味着选择。林占熺说：“我自己是
穷苦农民的孩子，深知农民的艰
辛。作为党培养的农科学者、共产
党员，我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应
该用自己的新技术去帮助贫困地
区群众摆脱贫困。”

于是，林占熺像菌草一样深深
扎根在大地，一头扎进基层开展技
术推广。一次去尤溪县推广菌草
的路上，林占熺出了车祸，断了两

根肋骨。他只在医院住了两天，就
带伤出现在工作现场。1997 年，菌
草技术被列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
项目，林占熺主动带着六箱菌草，
到宁夏十几个县建立菌草产业扶
贫示范生产基地。当地冬天滴水
成冰，昼夜温差大，林占熺担心影
响食用菌生长，便建了半地下室菇
棚，利用废弃的窑洞栽培食用菌。
他和工作队员常常住在菇棚里，夜
间起来检查菇房的温度变化。

多年来，林占熺在宁夏、新疆、
陕西、青海、内蒙古和西藏等地推

广菌草技术，建设示范推广基地，
推动菌草产业成为当地新兴产业，
取 得 显 著 的 经 济 、社 会 、生 态 效
益。如今，菌草技术已传播推广到
全国31个省（区、市）的500多个县。

在林占熺的办公室里，摆放着
一个地球仪，上面标着许多红五
星。“有红五星的地方，就是我们菌
草技术推广到的国家和地区，现在
总共106个。”林占熺说。

菌草技术既帮助农民致富，又
保护了生态，在国内取得极大成功，
也吸引了世界目光。20 世纪 90 年

代末，林占熺等中国专家组成员前
往巴布亚新几内亚，手把手培训当
地民众学习菌草种植，让他们“一看
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许多
人翻山越岭走了几天几夜赶来学
习。”林占熺回忆道。如今，菌草技
术已为保护生态环境、科技扶贫与
技术援外作出了重要贡献。

“只要还活着，就要做下去。”仍
然活跃在科研一线、实践“前线”的
林占熺笑言自己是“80 后”。他说：

“作为共产党员，就要为人民奋斗一
辈子。”“七一”当天，这位老党员顶
着烈日，来到闽西老区龙岩永定区
的农村，沿着崎岖的山路，用心调研
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问题。林占熺
说，经过深入调研，目前已有一定的
思路，这些废弃矿山经过菌草的生
态修复，不仅要完成绿化，还能形成
产业链，为当地经济增长提供发展
的新动能，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相统一。

这不，他又将出席 2022 年福建
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启
动仪式。“党的事业要继往开来，菌
草事业也要一代代传下去。”林占
熺说，“在青年成才的过程中，我愿
做一株小小的菌草，为大家提供一
点点微薄的养分。”

相关链接：
菌草是什么草？

菌 草 ，有 人 将 其 称 为“ 幸 福
草”。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家，
菌草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中
国草”。

菌草到底是什么草？简单地
说，这是一种可用作食用菌、药用菌
栽培的高大草本植物。1996 年，来
自中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国的专家
学者在福建福州参加首届菌草业发
展国际研讨会，菌草从此有了中英
文名称和定义。直到现在，国际上
菌 草 的 英 文 名 字 都 是 汉 语 拼 音

“Juncao”，因为菌草技术是我国拥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技术。

菌草源自自然界，但目前我们
在生产上应用的菌草，是经长期系
统选育而得的一个新的类别。

菌草有什么用？最初，它被
用于食用菌、药用菌的培养基，栽
培出优质食药用菌。经过多年选
育、创新，其功能也从最初的“以
草代木”种菇，拓展到菌草饲料、
菌物肥料、菌草生物质能源开发
等领域。

菌草还是生态治理的先锋植
物。它根系发达、光合效率高、适
应性广，耐旱、耐盐碱、耐瘠薄，抗
逆性强、保水保土。其中，巨菌草
高度可达7米，富含内生固氮菌，可
在坡地、沙地、盐碱地快速生长，能
有效改良盐碱地。福建平潭的幸
福洋滩涂盐碱地，见证着盐碱地变
菌草良田的奇迹。在这片重度盐
碱地，经过 4 年试验，筛选出的“绿
洲一号”菌草，可以在含盐量9‰以
下的盐碱地种植生长。

如今，菌草已在黄河沿岸 9 省
区种植。今年，在黄河内蒙古段流
沙严重区域，种植菌草不到100天，
已阻止约 1400 吨的黄河输沙量。
其中，2013 年在阿拉善菌草防风固
沙示范基地种植的菌草，其根系至
今仍具有很强的固沙作用。

总之，虽然叫菌草，但它如今的
应用范围已远远超过“用于栽培食
药用菌的草本植物”的最初定义。
菌草技术已成为一项保护生态、带
动增收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综合
性技术。

（据《光明日报》有删节）

对于人类而言，土壤是和阳
光、空气、水一样重要的存在。但
是，在很多人眼里，土壤又是司空
见惯、没有什么“存在感”的。

在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以下简称南土所）研究员张甘霖
看来，作为覆盖在地球表面的一
层有生命的疏松物质，土壤像皮
肤一样维持着陆地生命的存续。

可是，我们对土壤是如此陌
生，不知道如何保养这一“地球的
皮肤”，甚至不知道土壤是如何形
成的、形成速率有多快、土壤是不
是也会生老病死、世界上最古老
的土壤在哪里、土壤与人之间到
底是什么关系，等等。

●邮票背后的土壤“密码”

作为一个学科，国际土壤科
学的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初。那
是一个将书信作为学者们进行学
术交流的主要方式的年代，因土
壤攸关粮食生产和环境保护，常
常成为邮票设计的主题之一。

“土壤学是重视交流的学科，
土壤学家曾用邮票传递科学的火
种，大量土壤学的知识也得以通
过邮票启迪大众。”土壤科学家、
南土所研究员龚子同表示，邮票
不仅让公众知晓更多土壤学的知
识，也让科研人员从中受益。

生于上世纪 30 年代的龚子
同，早年曾留学苏联沃龙涅什大
学，始终保持着与许多国际土壤
学界专家通信的习惯。几十年
间，他与国外学界的上百封往来
信件和明信片，以及随之而来的
邮票，让众多学生了解到更多国
外土壤研究进展，并成为土壤科
普知识的窗口。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非常重
视土壤保护，希望通过邮票的方
式，传递一些和土壤有关的理
念。”南土所特别研究助理杨顺华
经常协助龚子同整理资料，多次
听过这些书信以及邮票的故事。

于是，杨顺华和同门的博士
研究生张楚一起，在网上搜集整
理了几十个国家和土壤有关的上
千枚邮票，补充进了龚老师的邮
票集。并以此为基础，于 2021 年
12月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土
壤科普书《土壤：地球的皮肤——
从邮文化讲述土壤学的故事》。

在图书创作过程中，杨顺华
发现，这种“接地气”的邮票设计
在国外十分常见，国外还曾专门
发行了以“州土”为主题的邮票。

“所谓州土（State Soil），和国
内的市花是同样的概念。在美国
的每个州，都有属于自己的州
土。”杨顺华感慨，将这些内容集
合起来，无论是公众还是科研人
员，都能很方便地了解土壤的种
类和分布。如果中国各省份都发
行“省土”邮票，一定会是一件很
有意义的事。

●从农耕入手的中国土壤视角

作为重要的自然资源，土壤
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基本的
食物。数据显示，地球上 95%的
食物来源于土壤，土壤保存了至
少 1/4 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是粮
食、饲料、燃料和纤维生产的根
基，不仅为生态系统和人类提供
多种服务，还能抵御和适应气候
变化。

“从历史上看，中国对土地和
土壤有着悠久的开发使用历史。”
杨顺华介绍，在明代永乐年间，北
京丰台地区就建立了专为宫廷服
务的菜园，其土壤很有可能已经
发育为肥熟旱耕人为土。

在半干旱—干旱地区，如著
名的河西走廊，长期引用浑水灌
溉 ，边 灌 边 淤 ，再 加 上 耕 作 培
肥，土壤越来越厚的同时，也越
来越肥沃，逐渐形成了灌淤旱耕

人为土。
而东北平原，从几百年前的

“闯关东”开始，逐渐成为中国重
要的粮仓。但由于长期过度开发
利用、气候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东北黑土地也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退化问题，比如耕作层有机
质含量的锐减、黑土层的“变薄”
和“变硬”等。

为此，中国科学院联合相关
省区共同发起“黑土粮仓”科技
会战，用科技创新支撑黑土地永
续利用。南土所作为国内的主
要研究力量，有多名研究人员参
与其中。

“对于中国人来说，‘吃饱’是
最重要的事。”张甘霖介绍，19 世
纪时，德国化学家李比希提出了
养分“归还学说”，认为任何一种
作物都会消耗土壤肥力，因此必
须施用肥料，使土壤肥力的消耗
和养分的归还保持平衡。

“这一发现极大地促进了化
肥工业的发展，大大增加了作物
产量，从而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繁
荣。”张甘霖表示，现如今“吃好”
成为大众更关心的问题，土壤则
是这一切的基础。“东北大米之
所以有口皆碑，离不开肥沃的黑
土地。现在通过科技会战，我们
也希望能为用好养好黑土地筑
牢基础。”

●了解为地球“护肤”的知识点

当下，粮食问题已是全球瞩
目的热点。而保护好土壤，无疑
是人类避免危机加深和走出困境
的“基础的基础”。

张甘霖表示，目前土壤面临
的最大威胁是土壤侵蚀，也就是
水土流失，每 5 秒钟就有一个足
球场面积大小的表层土壤被侵
蚀。然而，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在
于，破坏很容易，恢复起来却相
当难。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研究显
示，地球表面形成 2~3 厘米厚的
土壤可能需要长达千年的时间。
因此，土壤资源来之不易。与此
同时，受到战乱、极端天气等影
响，全球的粮食产量也面临很多
不确定性，一些国家甚至限制了
粮食出口。

“土壤科学离普通人并不遥
远，也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个人的
生活。”张楚表示，除地球土壤外，
还存在月球表面的“月壤”、火星
表面的“火星土壤”。但只有地球
土壤具有肥力，更加凸显地球土
壤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都说‘万物土中生’，土壤是
地球陆地生命发生、进化和演化
延续发展的根基。”北京师范大学
环境学院教授李天杰表示，对于

“刚开了头”的土壤学科普，需要
大家给予更多的关注。

（据《中国科学报》有删节）

日月山牧场 农牧天地一山分

“日月山来分界山，山东山西
两重天；回首山东尽良田，西望茫
茫青草滩。”日月山牧场地处青海
湖畔，是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交
接地带，一条千年唐蕃古道从这里
穿过，将内地农耕文明与高原游牧
文 明 紧 密 地 联 接 在 一 起 。 沿 着
G109 国道一路行进，这一片区域
内 ，地面落差大 ，海拔一下子从
2000米攀升到3500米，沿途崇山峻
岭，峰峦叠嶂。刚才还是黄土高原
风貌，进入日月山后，景色却完全
不同了。满眼平缓的山坡绵延起
伏，低低的青草淡绿如茵，平整如
剪，仿佛仙女滑落的浅绿色珊瑚绒
斗篷轻轻盖在山坡之上，星星点点
低头吃草的羊群在山坡之上缓缓
移动，仿佛这件绿色斗篷上缀的珍
珠。日月山东侧是青海的农业区，
阡陌良田，一派塞上江南风光；西
侧是一望无际的牧场草原，草原辽
阔，牛羊成群，是一幅塞外景色。
山体两侧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实属
国内罕见，真是“西去草原漫无边，
东来良田挂山川；农牧天地一山
分，仅隔咫尺两重天”。

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日月山垭
口出现在眼前，左右对称的两个山
包上各有一个亭子，如同两个忠实
的哨兵扼守在垭口两侧。顺着石
阶登上垭口，举目向东眺望，四面
山峦环绕的一片谷地依旧平坦如
茵，几处红顶红墙的藏式风格庙宇
点缀其上，一簇簇风马旗攒起的五
彩经幡塔迎风飞舞，猎猎作响。山
顶广场高达9米的汉白玉文成公主
雕像，发髻高耸，身着披风，怀抱日
月宝镜，目光坚毅向西凝视。仪仗
山川阔，琵琶道路长。传说大唐贞

观十五年（公元 641 年），文成公主
远嫁松赞干布时途经当时名为赤
岭的山，当她登上山顶垭口，西望
高原苍凉悠远，东望长安故乡不
见，不禁取出临行时皇后所赐“日
月宝镜”观看，镜中顿时现出了长
安城繁华盛景，背井离乡的愁思油
然而生。“过了日月山，两眼泪不
干”，思乡的泪水顿时汇成了倒淌
河，向西汇成了青海湖。然而文成
公主想到自己远嫁和亲的重任，毅
然将日月宝镜抛下赤岭摔成日月
两镜，日镜掉在东边，月镜落在西
边，两镜随着岁月风沙的掩埋形成
日月两座山丘相望，唇齿相依，赤
岭因此更名为日月山。从此，雪域
高原成就了绝世姻缘，文成公主用
柔弱的双肩担负起加强中原与西
域高原民族团结的重任，为了大唐
的边疆稳固、华夏民族的融和团
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卓尔山牧场 雪山镶金牛羊壮

山苍苍，地茫茫，祁连山下好
牧场。祁连山是古代匈奴语，意为

“天之山”。祁连县位于青海省东
北部，因地处祁连山中段而得名。
这里多民族交融、多宗教传播，人
文历史深厚，风光美丽如画，云雾
像一缕缕银丝萦绕山腰，湛蓝的天
空白云朵朵，绿草如茵的草原和成
群的牛马羊相辉映，呈现出一派

“美、奇、特、神”的高原独有的牧场
风光。

祁连真是神奇之地，山清水秀
景如画，天高云淡夏如春，巍峨的
雪峰捧起洁白的哈达，地属祁连山
系的卓尔山在县城的北侧，是一个
天然的观景台，是远望牛心山、鸟
瞰祁连县城全景的最佳位置，在此
真正感觉到“天境祁连 ”名不虚

传。卓尔山以沙岩为面、绿茵覆
顶、背披青松，稳坐于八宝河北，与
峰 顶 白 雪 皑 皑 的 牛 心 山 隔 河 相
望。祁连山不是孤立的单薄山岭，
而是山连山、岭连岭，展现在面前
的是千山万岭，高峰之一的卓尔山
色彩斑斓，山脚下金黄色的油菜花
临风摇曳，蜜香沁人心脾。 满目苍
绿的草原、青山和无边无际的花海
在变幻的阳光下更有层次感，深色
的、浅色的、绿的黄的互相交织在
一起，美得让你只能屏住呼吸去尽
情享受。祁连山峰顶银装素裹，而
牧场上却是碧波万顷，那白色的羊
群如流动的音符一般点缀其中。
阵阵微风吹来，会使人产生如在梦
境的感觉。

卓尔山下是水草丰美的大牧
场，正值夏季开满金色的花儿，整
个草原一片金黄。路上不时经过
回民村庄，油菜花田里，山间小道
上，回族女孩子有的三五成群坐
在地边窃窃私语，有的独自点缀
在金黄的花海间，花儿少女，交织
成一幅只应天上有的美景。夕阳
柔柔地洒满大地，大片的油菜花
海泛着迷人的金光。当地是回族
聚居区，沐着斜阳，山路上回族大
爷悠闲地赶着牛羊劳作归来，老
牛像是感染了主人的气质，气定
神闲地信步悠悠，旁边的小牛犊
却像小孩子一样显出了调皮，许
是饿了，被戴了口罩的小嘴着急
地拱着妈妈的乳房，眼神中透着
焦急与渴望。大爷说，小牛的生
活也像人一样，定时吃饭，不可以
随 想 随 吃 的 。 他 轻 轻 地 拉 住 小
牛，像是哄孩子一样安慰它：“小
乖乖，快到家了，听话！”小牛像是
有灵性一样，瞬间温顺地跟在大
爷身后，走向回家之路……

“我愿做一株小小的菌草”

地地人文 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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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占熺，现任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菌草综合开发利用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菌草技术项目首席顾问、福建农林
大学博士生导师。1986年发明菌草技术，有效解决了“菌林矛盾”的世界难题，开创菌草科学研究与产业发展新领域，开辟了菌草新兴产业和菌草生态治理新路
径。他把一间简陋的实验室创建发展成三个国家级科技创新中心，引领世界菌草科学技术创新发展。他把菌草技术推广至全国31个省506个县，并传播到全
球106个国家。先后获全国扶贫状元、全国星火标兵、1986—2000年全国科技扶贫杰出贡献奖、全国东西扶贫协作先进个人、福建省人民政府一等功、福建省科
学技术大会特别奖、商务部援外奉献奖银奖、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中国生态英雄等荣誉。2021年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人物名片：

雪域高原牛羊壮，大美青海好牧场。五彩缤纷的野花，把绿色的草毯点缀得如锦
似缎，数不尽的牛羊和膘肥体壮的骏马犹如五彩斑驳的珍珠撒满草原，祁连山下青海
湖畔一个个天然牧场，宛若一幅幅美丽画卷，这是中华游牧文化的大本营，演绎的是
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禀赋。盛夏时节，我们沿着G109国道，走进集生态养殖、旅游观
光、民俗体验、野营露宿、高原养生为一体，各具特色的青海高原牧场，体验了一把高
原牧民的悠然生活。

首席科学家林占首席科学家林占熺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