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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刘雪莲

民以食为天。新中国用
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
了世界22%的人口。听林琪
的故事，感受新中国成立后，
老百姓们的饭碗如何一步步
变得沉甸甸，从解决温饱到
吃得饱、吃得好。
幼时无比渴望“馒头自

由”的林琪不会想到，长大后
的他，会用40年时间和小麦
打交道。在青岛农业大学，他
感受了小麦亩产 200斤到
1000斤的历史性突破；他主
导的研究让“靠天吃饭”的干
旱地和种不活农作物的盐碱
地，也都实现了小麦高产。

小时候
一个月分不到3斤白面

62岁的林琪，退休前是青岛农业大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粮食生产突出
贡献农业科技人员。他的主要研究对象
就是北方人再熟悉不过的小麦。
和小麦研究打了近40年交道的林

琪，对于小麦最早的感受就是渴望，对于
馒头的渴望。
“我小时候，家里天天吃地瓜，地瓜
产量高啊，还有玉米面饼子，那个顶饿。”
林琪说，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于孩
子们来说，最想吃的就是馒头，但是想吃
上馒头不容易。林琪家当时六口人，父母
和四个孩子。每年村里分小麦时，一人一
年大约60斤麦子，全家一年能分300多
斤，磨成面粉也就200多斤，一个人平均
能有30多斤，一个月还不到3斤。这点儿
面粉，平常日子里根本不舍得吃。林琪
说，自己从小心里就想，要是想吃馒头就
能吃上，那得多幸福。
1978年，林琪参加高考跳出农门，

进入莱阳农学院（青岛农业大学前身）农
学专业。“莱农的科研水平非常高，像迟
范民、位东斌等老师，都是很知名的农业
专家。”林琪说，老师们带着学生，也不讲
多少大道理，就领着在地里干，科研风
气、敬业精神就感染到你了。这种风气，
一直持续到今天。

大学毕业
进了“千斤”小麦栽培组

1982年，林琪大学毕业后留校，带
着解决广大人民群众能吃上馒头这样的
梦想开始了小麦栽培研究。
小麦是山东省最重要的粮食作物。

林琪告诉记者，新中国刚成立时，小麦平
均亩产也就36公斤，到上世纪70年代
初，全国小麦亩产才到100公斤左右。
“1970年，莱阳农学院在学院试验田里
第一个创造出亩产500公斤的奇迹，那
是我老师们的成果。”林琪说。
科研继续进行，理论越来越成熟。

1978年，莱阳农学院的北方小麦亩产千斤
栽培理论与技术获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奖。
四年后，林琪进入小麦“千斤”栽培组。
从1970年小麦亩产突破千斤大关

之后的20年时间，小麦亩产量一直在千
斤左右徘徊。于是，林琪开始把研究领域
转到旱地小麦上。林琪说，山东常年耕地
亿亩，小麦差不多5000万亩，真正的水
浇地1500万亩，有40%左右的干旱地完
全依靠老天降雨，水是影响山东农业是
否丰收的关键因素。怎么能在不下雨的
情况下让小麦有个好收成，成为林琪重
点攻克的难关。
通过研究，林琪的旱地小麦栽培理

论与技术，多年多点创出旱地小麦每亩
600公斤以上高产麦田，个别年份超过
每亩700公斤。该技术在山东、山西、河
南及河北等累计推广1亿亩，增产66 .83
亿公斤，新增经济效益100多亿元。而经
过多年培育，林琪在2007年选育出的
“青麦6号”耐旱小麦品种，在全年不灌
溉、只“靠天吃饭”的状态下也能获得丰
收。曾在2010年和2012年先后创出旱
地全生育期无浇水情况下千亩方和百亩

方平均亩产620 . 7公斤和703 . 5公斤的
高产纪录，其中一个十亩方平均亩产更
是达到712 .9公斤。
2012年，全国开始推小麦耐盐品

种，要跟盐碱地要产量。山东有30多个
小麦品种参加试种，其中就包括“青麦6
号”，第一年试种就创出盐碱地亩产
449 . 01公斤的高产纪录。2014年又实
现了盐碱地小麦亩产破千斤产量纪录。

退而不休
继续陪伴新人成长

在林琪等农业科研人员数十年的努
力下，现在对于老百姓来说，已经可以过
上想吃馒头就能吃馒头的生活。而林琪
的研究还在继续。
从2009年开始，林琪主导进行小

麦-玉米滴灌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的研
究，在滴灌模式、滴灌水肥技术等方面取
得了大量成果，并在潍坊昌邑市，烟台莱
州市与招远市，青岛的胶州、平度等地进
行了小麦-玉米周年水肥一体化技术示
范。2015年实打验收玉米亩产1131 . 07
公斤，2016年小麦实打验收亩产731 .72
公斤，实现周年节水30%～ 50%，提高肥
料利用效率30%，培训了一批技术人员
和种植农户，示范带动效果显著。
退休之后的林琪仍一直关注着节水

灌溉。“一周会去学校两三回，有时也去
农田现场。”林琪说，现在的年轻人团队
做得很好，他们把青农大人的优良传统
传承了下去，自己现在更多是做做指导
性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把解决台湾问
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为自己的神圣
职责。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
义斗争中，形成了“一个中国”原则。
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和政府开

始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
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与和平的方

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
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用和平
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
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但由于种种
因素制约，这些主张未能付诸实践。
1958年10月6日，由毛泽东起

草、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
《告台湾同胞书》公开指出，“我们都是

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世界上
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
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一

次谈话中表示，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
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台、澎、金、
马要整个回来，可以照原有方式生活，
军队可以保存，继续搞三民主义。
1960年5月24日，周恩来将谈话精神

概括为“一纲四目”，并通过张治中
1963年1月4日致陈诚的信转达给台
湾方面。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和平方

式解决台湾问题，为解决台湾问题、实
现祖国统一指明了方向，为“和平统
一、一国两制”方针的确立奠定了政治
基础。 据新华社

钻研40年，麦穗“笑弯腰”
青农大教授林琪主导小麦研究，让干旱地盐碱地实现小麦亩产过千斤

新中国峥嵘岁月>>>“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林琪（左一）在指导胶州市洋河镇小麦生产。

▲青岛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林琪。
（青农大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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