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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品如人品

“多病人”育成“放心麦”

“病”。
赵振东常常跟团队的年轻科研人员说：

“麦品如人品。如果你怕热，你育出的麦子就不
耐热；如果你怕冷，你育出的麦子就不抗寒！”

在黄淮麦区，很多农民可能并不知道赵振
东的名字，但一提起他育成的超高产小麦品种
“济麦22”，很多人都会竖起大拇指向你介
绍：这个品种就是好，高产优质，关键是稳
产，抗寒、抗倒伏、抗病、抗干热风……

这些形容，是老乡们在生产中的真切感
受。尤其近年来气候多变，在干旱、倒春寒等
考验下，济麦22成为黄淮麦区种粮农民坚定的
选择，得以迅速推广。至今，这一品种在全国
已累计推广种植2亿亩，自2010年起连续6年蝉
联全国推广面积最大的品种，也是我国近30年
来年种植面积最大的品种。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来说，“济麦22”这粒小小的种子堪称传奇。去年，
它在高产创建田实打亩产达802公斤。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品种也不是一天能育
成的。为了育成这农民最“放心”的小麦，赵振东
岂止是不怕冷、不怕热？他是给自己揽了一身病。

就在不久前的5月29日，莱州。赵振东到试
验田地头边时，雨刚刚停。往鞋上套了两个塑
料袋，赵振东就往地里走。那天气温才15度，
麦叶上雨珠冰凉。这块试验田小麦株高大约80
厘米，在地里察看、交谈，赵振东忘了时间。
同行的年轻人不经意间抬眼，才发现他的裤子
已经快湿到了腰间。

三十多年的风里来雨里去，他的衣服就这么
在地里干了湿、湿了干，有雨水、露水、雪水，还有
汗水。小麦的高度正好和人的膝盖差不多，在地
里他要么蹲着，要么弯着腰，落下了非常严重的
关节炎，即使再热的天里也得穿着秋裤。

常年劳累，诱发了腰椎间盘突出，今年元
旦前夕，赵振东不得已住进了医院，这一下就
是将近一个月的治疗，到现在有时走路还有困
难，需要借助拐杖。但即使拄着拐杖，他也不
愿缺席小麦生长中的任何一个关键节点。有好
几回，他从单手拄拐变成双手拄拐，脚步也慢
了下来，但还想坚持，同行的司机实在看不下
去，只能强行把他搀扶到车上，送回家中。

他两个门牙都换过了两次。不是他牙不
好，而是年年岁岁咬麦子咬坏了。搞小麦的都
知道，籽粒硬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而拿牙
咬是最快捷的方法。赵振东总是提醒团队的年轻
人，能不咬就不咬，可到了自己，总是“不自觉地
就咬”，“这一咬代表好多事，不光是快捷，甚至
有的时候别的手段不能替代的”。

谁能想到，搞了一辈子小麦生产、育种研
究的赵振东，其实患有荨麻疹，对麦芒过敏？
家里书柜的一个大抽屉，就是赵振东的“药
箱”。其中有两样长年必备的，一个是治疗皮
肤炎症的药膏，一个是止痛的膏药。每回下地
前，他把自己荨麻疹的风团上抹上药膏，再把
膏药剪成小块，一块块地贴上。其实，他每次
扎到麦地就看不够、出不来，即使提前擦上这
些药，也避免不了病痛的发作。为了怕别人看
见担心，他在外面从来不穿短袖的衬衣。可到
了晚上睡着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去挠，即使
他睡觉都带着手套，有时还是会挠出血来。

他是个“多病人”，但他最大的病，怕是
对麦子的“痴病”。也正是这份痴病，才捧出
了国家、农民的“放心麦”。

攀登者无高峰

“我就怕干不好活”

“怕”。
不怕冷、不怕热甚至不怕病的赵振东怕什

么？“我就怕干不好活”，他腼腆地笑笑，
说：“大概我们农民都这样吧。”

阳谷县种苗研究所所长吕宗言和赵振东打
了几十年交道，他对此深有体会：有一年，寒
流来得特别早，11月上旬就突降暴雪。雪还没
完全停，赵振东就赶到阳谷察看济麦22冻害的
情况。他顾不得雪和泥，单腿跪在地里，挽起
袖笼，伸手拨开麦叶上的雪往地下刨去，拔起
麦苗，抖掉根系上的泥土，观察小麦的根系、
分蘖、叶片有没有受冻。就这样一块块繁殖田
全都仔细查过，当时承担这块繁种任务的吕宗言
一起在地里，已经冻得手脚麻木，鞋和裤子上沾
满了雪水和泥。赵振东却满脸笑容，对他说“老
吕，‘济麦22’抗寒性过关了！”。

“怕”，源于对责任的敬畏与担当。在中国搞
粮食，用赵振东的话说就是，责任大于天。

科研生涯里，他最怕、最痛苦的就是做到
后来了，却把好材料丢了。“有过啊”，至今

提起，赵振东都很痛心。有一次，他晚上想法
变了，但第二天早上去地里的时候联合收割机
已经都收了、挑都没法挑了。“其实就是一念
之间，我把坏的留下了，把好的淘汰了，我那
一晚上明白过来了，但是晚了，难过，我那一
天都骂人了，不是骂别人，是骂自己。”因为
这是育种研究，一次失误就错过了一年，甚至
会抹掉之前很多年的努力。又是麦子成熟的时
节，这不最近，赵振东和团队几乎每天都要到
地里，就是碰上一天都开会，中午也要趁着休
息去看看，“麦子到这个时候了，不去明天就
有可能就干不了这个活”。

“怕”，就要负担得起科研创新必须承受
的种种失败折磨。赵振东也不例外。“失败太
多了！”他说，不怕失败，要体会到失败里有
成功，不是说失败全丢了，不能简单的一句话
就了事。第一，这个材料到这一步，还有没有
可取之处，它不能成为品种，能不能成为育种
材料？第二，这种育种思想做到这一步，它有
什么好的东西可以继承，以后的工作，能不能
在这个基础上发展？

攀登者无高峰。经得起失败，也经得起成
功，但已经年过七旬的赵振东说，“还真没想
到最成功的事”。他记得年轻时在新疆爬大天
山，爬了一个山头，前面那个比这个还高，
“你就知道没有什么好不好，挑战在前头”。

迈济麦22这个槛

人才未必要出在我这

“和”。
这几年，“济麦22”渐渐成了赵振东心里

一道槛，这也是小麦育种界的一道槛。
我省去年启动的自主创新重大关键技

术——— “小麦增产科技支撑计划”，就是要迈
过这道槛。项目定位是820公斤潜力的新品种，
济麦22是800公斤，增长不到3%。赵振东说，“看似
增长幅度不大，但这好比跳高一样，当杆提到一
定高度，再提高一厘米也是很难的”。

——— 这个品种很均衡，没有什么很严重的
病害，抗旱性、耐热性还都不错。所以修修补
补是做不了这件事的，只能靠突破性的创新思
维和材料。而创新到了这个阶段，单靠一家之
力、埋头苦干已经不能解决问题，用句时下流
行的话，得搞“协同创新”。

这个3%是什么概念？一直从事济麦系列良

种繁育、推广的鲁研公司副总经理张存良算了
笔账，以推广面积5000万亩为基数，如果按3%
增产计算，大田生产1亩地现在1000斤，3%就是
30斤，5000万亩就是15亿斤。这会对农业生产带
来多大的贡献是可想而知的。

赵振东挨个给自己的大将们打电话。他们
说：赵老师，咱谁家也不敢说，但是相信我们
集体努力能攀上去，能迈过这个山。大家干劲
都很大。今年是项目启动后的第一季麦收，赵
振东在到处看，他说：我就看两个东西，820
（公斤）的东西和850（公斤）的思维，因为现
在就要启动850，现在就得有想法。在这件事
上，搞了一辈子小麦的赵振东没有私心，去哪
都是真心去看、去问、去提，他说，“人才不
见得非要出在我这个团队”。

他迫切希望年轻人能够替代他——— 长江后
浪推前浪，应该后人比前人强，这是最重要的
事情。他自己也不敢懈怠，始终开放、谦和地
学习。

省农科院小麦创新团队成员李华伟博士记
得，2013年入职后不久，一天，自己在办公室
整理材料，突然门口进来一位老人，他边进门
边说：你们都在啊，我向你们请教一个问题，
小麦从拔节到开花期短短三十几天就完成了主
要的营养生长，并积累了大量可向籽粒转运的
物质。我们搞育种的，以前一直把目光放在灌
浆期的光合积累上了，是不是也应该把目光向
这一时期聚焦？接着，就和大家热烈讨论起
来，并询问了很多关于小麦物质转运的问题。

当他走出办公室后，李华伟向同事询问这
位老人是谁，“你不认识？他就是‘济麦’品
种的育成人赵振东老师”。李华伟没有想到，
这么响当当的大专家，竟然向他们这些刚出校
门的人问问题，而且态度还如此谦和。

后来，他更是体会到了老专家对年轻人成
长的关注。2013年，李华伟申请了国家基金，
但没有得到资助，一度非常气馁。一天晚上，
他忽然接到了赵振东的电话，他对他说：“你
的申请书我看过，非常好，不管有没有获得资
助，你都要继续做下去、坚持下去，有什么问
题可以找我讨论。资金有问题，我们也可以共
同协商解决。你还年轻，关键要有想法。”后
来，赵振东专门抽出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与李华伟分析实验设计，从品种的选择到实验
处理的时间，帮助刚出校门的他从迷雾中找到
方向。

夕阳无限

“我这个老毛驴还得拉车”

“爱”。
2012年11月6日，那天上午，是全省科技奖

励大会，赵振东荣获了当年的山东省科技最高
奖，省委书记姜异康为他现场颁发了证书和奖
牌。那天晚上，家人也组织了一个小型聚会，
想给他庆祝一下。就在晚饭已经准备好的时
候，他忽然离开餐桌，去了书房。大家都有点
诧异，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结果他从书房拿出
奖牌，径直走到老伴跟前，把这个奖牌挂到了
她的脖子上。他挂得非常认真，还替老伴整了
整衣领，然后非常深情地看着她说：老伴儿，
我这个奖牌有你的一大半，谢谢你。那个时
刻，老伴的笑颜里闪动着泪花。

人活到七十多岁，相貌能洞见内心。赵振
东小小的个子，却从内往外透出一种平和和精
神。他对生活充满感恩和珍惜，说自己是在
“温柔的翅膀下”成长的。

三年自然灾害，他饿得都不长个儿，仍感
恩求学时学校的照顾，因他家庭特别困难，每
天补助给一斤豆腐渣，回去和野菜煮煮就能充
饥。

15年兵团生活，青春洒在边疆广袤的农
场，他从不说辛苦，却说那是“金不换”的15
年，正是那段经历，让他深刻认识了土地，
“到搞育种的时候，我们看看这个东西它是不
是个庄稼，产量高低且不说，首先它是不是一
个能大面积种的东西”。

对像老吕那样的基层朋友，他更是感念，
有说不完的话，“种质创新，离了他们可不行！
他们靠着田间的经验帮我们选种，有大功！”

一件羽绒服，他穿了14年还不舍得换新
的。育种这一件事，他搞了30多年还不舍得放
下。他说：我是70多岁了，可一个老毛驴塞到
辕里了，它还得拉车呀！

生物生长有其规律，对于冬小麦来说秋天
播种，冬天休眠，春天成长，夏天收获。小麦
可以休眠，但赵振东没有休息的时间。他关注
的不仅仅是小麦，在小麦选种的过程中，他还
关心着小麦的生长周期会不会影响下一轮作物
的播种季。每天早晨起来下地的时候，他不是
走着，而是一溜小跑往地里赶。老骥伏枥，志
在千里；鞠躬尽瘁，夕阳无限。

□ 本报记者 贾瑞君

近年来，一股“韩流”席卷而来。“韩
流”为何能够风靡？韩国文化吸引人的地方
在哪里？访韩期间，记者带着这样的疑问走
访了一些地方。

6月5日，记者在庆州采访。据说庆州是
韩国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城市，保存着不同时
期的历史文物，多处历史遗留被联合国列为
世界文化遗产。除了世界文化遗产佛国寺和
石窟庵外，庆州还有感恩寺、瞻星台、临海

殿等历史遗迹。
“也太简单了吧？”参观后有人不禁嘀

咕，这些历史遗迹多数没有宏大的建筑和精
巧的结构，而是一些看似普通的建筑：具有
庆州市标志性建筑之称的瞻星台，仅仅是一
组由石头垒起的低矮建筑物；石窟庵也不过
是一座石雕的佛像，似乎很难找到令人震撼
之处。听韩国导游的介绍后才得知，瞻星台
据说是东洋最早的天文观测台，其中每一块
石头都有象征意义；石窟庵则是利用自然石
打造圆形顶棚，“龛室建的好像用石头编织
成丝绸一样”。这些遗迹都被标上不同的编
号，冠以“国宝”之称并被精心保护起来。

6月6日在济州岛，一场以传统绘画艺术
和现代光影手段相结合的涂鸦秀，让代表团
欣赏到了不一样的绘画、舞蹈、喜剧等综合
艺术形式。涂鸦秀HERO的主题是“英
雄”，是韩国经典代表剧。在4名年轻人诙
谐欢快的表演下，涂鸦秀将绘画的整个过程

搬上舞台，可以看到杰克逊、李小龙等英雄
人物重生。无语言障碍，不懂韩语也可以轻
松领会，与演员交流共鸣，与观众共享美术
带来的感动与快乐，现场气氛格外热烈。

“韩流”在中国盛行的背后，是韩国人
高度的文化自信和虔诚，一方面是对传统文
化的精心呵护，另一方面则是对现代文化持
续不断的创新。目前，国内很多地方热衷于
争抢老祖宗留下的文化资源，争抢的目的无
非“文化搭台，旅游唱戏”，商业目的浓
厚，功利心态明显。而在韩国景区参观，似
乎更单纯些，旅游就是旅游，只关乎山水风
光。反观国内不少景区，三步一摊，五步一
位，商品气息充斥。在韩国很多景区，尽管
也是摩肩擦踵，但有专门购物的地方，景区
内是严格禁止摆摊位的。

不仅在文化保护和传承上取得了非同凡
响的成就，在文化营销上，韩国人更是不遗
余力，获得了巨大成功。一部《大长今》在

中国家喻户晓，该剧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精
描细画，并成功融入到历史人物和故事演
绎之中，获得了生动传神、润物无声的传
播效应。韩剧、韩服等已成为国家名片，
将韩国文化源源不断地输送出去，无形中
提升了国家的品牌形象。

近年来，韩国热衷将各种在我们看来
普通的文化现象申遗，多次引发中韩舆论
争议。一个现实而迫切的问题是：在韩国
历史文化中，尽管来自中国的许多文化元
素早已深深嵌入其中，但不得不承认，在
文化传承和保护的许多方面，韩国做得比
中国好。从政府官员，到普通民众，他们
对待文化遗迹时，体现出的是一种强烈的
文化保护意识。“这些都是我们老祖宗传
下来的东西，多么珍贵啊，我们有什么理
由不去爱护呢？”韩国导演崔京淑的一番
话颇具代表性。

“韩流”背后的文化自信

□ 本报记者 吴荣欣 张建伟

等公交车时，用手机客户端查一下
就知道还有几站到站；驾车上高速公
路，用手机地图软件导航，可以帮你设
计最短路线或避堵路线；用手机上安装
的软件订火车票、机票，打出租车、专
车，更是分分钟搞定……随着信息技术
的运用，智慧交通已经走进我们的日常
生活，有效缓解拥堵，方便出行。

手机软件改变出行习惯

5月26日中午，记者准备乘公交车从
济南舜耕路到燕子山路，还没走到济大
东校区公交站，习惯性地先拿出手机查
了一番。

打开手机上的“微步”软件，输入

110路公交线路，手机页面显示，从阳光
舜城重华苑到七里河路整条公交线路上
共有6辆公交车在运行，其中距离济大东
校区站最近的一辆公交车还有两站到
站。心里有底，脚下不慌，记者从容赶
到公交站乘上了公交车。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公交车左
等右等就是不来，等得心焦了，或踮脚
张望，或愤而给公交公司打电话投诉。
使用这款软件，公交车还有几站到站、
距离多少公里，通过手机一查就知道。
公交车快到站了，可以紧走几步赶车；
还有好几站才能到，可以晚一点出行。

除交通软件外，我省还推动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在交通运
输行业的研发、推广和应用，建成车辆、船
舶、路网、航道等主题数据库，高速公路基
本实现全程视频监控，国省干线公路重要

路段、大型桥梁、长大隧道、收费站、港口、
重要航段等关键部位实现实时监控，建设
了公交、出租车运行监控调度系统，信息
服务体系基本形成。

出租车空驶率悄然降低

根据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的研
究，去年北京市出租汽车空驶时间没有
改变，但空驶距离由上一年的3 . 45公里缩
短到3 . 38公里。研究表明，打车软件的使
用提高了出租车的运营效率，降低了空
驶率。

“智慧交通让管理者管理精细、运
转高效；让出行者便捷、经济。”专注
交通领域软件开发的山东易构软件技术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禹娜表示。

禹娜说，他们开发的基于资源共享

的高速公路集成监控与应急处置平台已
经应用于我省高邢高速公路高唐至临清
路段，管理人员可通过该平台有效控制
交通流量、改善交通环境。该公司还参
加了长三角、京津冀区域高速公路电子
不停车（ETC）联网示范工程建设。安
装了ETC装置的汽车通过收费站平均时
间由14秒降低到3秒。据了解，在北京、
山东等14个省市实现ETC区域联网的基
础上，今年将基本实现ETC全国联网。

应用信息技术也有助于交通管理部
门科学决策。例如，利用定位大数据和
智能化分析技术，分析节假日的人口迁
徙量、出行距离特征、热点出行路线
等，可以帮助管理部门、客运企业合理
调度安排运力。

期待“一卡通”互联互通

“在济南乘公交刷的IC卡，到济南
以外的城市就不管用了，另办很麻烦，
要不就得到处找零钱，什么时候能统一
使用啊？”济南市民李先生抱怨。

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的指导意见的提出，加快完善标准体
系，逐步实现跨市域公共交通“一卡
通”的互联互通。

专家认为，应用现代高新技术将交
通需求与车辆和道路联系起来系统地解
决交通问题，是智慧交通的核心思想和
发展趋势。目前，智慧交通发展一定程
度存在各自为政现象，导致重复建设浪
费资源，信息难以集成，制约了智慧交
通综合作用的发挥；智慧交通发展迅
速，相关标准制定相对滞后，造成部分
智慧交通产品市场失序，有待交通主管
部门、企业加强规划规范，让百姓出行
更美好。

被改变的出行习惯
◆公交车还有几站手机一查便知 ◆通过高速收费站仅需3秒

智慧城市是运用物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

服务智慧化的新理念和新模式，有助于

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居民幸福感

受。截至目前，我省已有26个市、区

县、镇入选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居

全国前列。记者深入部分试点、部分领

域采访，观察基层的探索，体验智慧的

力量。

智慧的力量·交通篇
□记者 吴荣欣 报道

日前，山东高速集团所辖收费站入口全部实现ETC、自动发卡无人值守模式。

□ 本报记者 王佳声

6月20日，在东营市东营区，数字信息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李玉琴向记者展示了一张三维地图，地图上全区人口、地理、
单位、企业等信息，都被一一定位。这个开通仅一年的数字信
息管理服务平台，已经帮助居民解决了3万多件难题。

通过大数据、互联网搭建起来的公共服务云，让不同地区
和部门的“信息孤岛”互联互通，提升了效率，降低了社会运
行成本。

在济南，数字管理服务平台串起了多个管理部门的服务窗
口，各种交通出行、民生警务、医疗保健信息，以及居家养
老、家政服务、物流配送等服务机构都可以跟政务大平台互联
互通，“平台战略”替换“孤岛模式”，实现了“互联网+政
务”的服务式转型升级。

像这样“集约化”的山东电子政务平台，眼下正是山东提
升政府服务效能的建设热点。长期以来，山东省电子政务信息
系统一直沿用自建自管自用模式，各部门信息系统相对独立，
资源垄断、共享环境不完善等造成信息孤岛不断产生，死亡之
后继续领取低保等违法违规现象多有发生。为了加快各级政府
部门的政务互联互通和信息资源共享，山东计划到2020年，
省、市两级98%以上的电子政务应用系统，都将迁移到云平台
上，实现全省行政权力“一张网”运行。

■聚焦山东“互联网+”

电子政务消灭

“信息孤岛”

□记者 赵 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6月18日，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全国

少工委和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共青团山东省委等单位承办的
第一届中华学子青春国学荟活动启动仪式在山东大学举办。

活动共包含四方面内容：一是举办“国学达人”网络挑战
赛；二是举办“国学达人”挑战赛全国总决赛；三是开展全国
青少年“五个100”优秀国学项目评选活动；四是举办第一届
中华学子青春国学荟展示活动，拟于11月份在曲阜举办齐鲁文
化论坛、优秀国学社团展示和颁奖典礼。

首届中华学子

青春国学荟活动启动

□记者 申 红 韩伟杰 报道
本报济南讯 6月18日，济南市城管局和济南公交七分公

司在BRT站台联合举行“环卫工纳凉点”挂牌仪式。据了解，
此次省城58个BRT站台成为首批“环卫工纳凉点”，将无偿为
环卫工人提供山楂水、菊花水、茶水以及微波炉。“目前58个
BRT站台覆盖了全市主城区，未来新增加的BRT站台也将同时
作为环卫工纳凉点。”济南公交七分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说。

省城58个BRT站台

成环卫工纳凉点

□记者 吴荣欣 郝雪莹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港航局获悉，今年5月

份，全省沿海港口吞吐量完成11371 . 58万吨，同比增长1 . 4%，
其中，集装箱完成201 . 22万TEU，同比增长6 . 77%。

我省沿海港口货物运输走势总体平稳，保持小幅增长，其
中集装箱运量增幅高于总吞吐量增幅。1-5月，全省沿海港口
吞吐量累计完成55169万吨，同比增长2 . 8%，其中，集装箱累
计完成985万TEU，同比增长4 . 16%。外贸吞吐量持续下滑，1-
5月，外贸累计完成27883万吨，为去年同期的94%。

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

小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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