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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1982 年，他大学一毕业就扎进了育种领
域，面对国产水果洋种子，他先后选育出20
多个水果新品种，填补了我国红肉苹果品种
的空白。
  40 年来，他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培训
贫困农户、技术骨干3 万余人次，把20 多个
果树新品种及配套技术无偿送给果农使用，
在山东、陕西等丘陵贫困地区推广 800 余万
亩，新增社会经济效益100余亿元。
  他被当地老百姓冠以“平民教授”“为
民教授”之称。在他们的眼中，这位“邻家
大哥”为贫困群众倾其所有。
  他就是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
院教授陈学森。 2020 年，他获国家技术发明
二等奖。 2021 年，陈学森被评为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近日，陈学森荣获第二届齐鲁
杰出人才提名奖。
  64 岁的陈学森接受采访时说：“四十年
卧薪尝胆，只为把水果盘子牢牢端在中国人
手中。”

填补我国红肉苹果品种空白

  位于新疆天山脚下的伊犁野果林，有
2000 多年历史。据新疆伊犁州园艺科学研究
所林陪钧介绍，这其中的野苹果林，面积10
万多亩，有84个品种。
  2005 年8月，陈学森带领博士生冯涛及团
队成员到伊犁野果林实地考察，“第一次到
野苹果林，很震撼。令人心疼的是，由于过
度放牧，野苹果林被严重破坏，濒临灭
绝。”陈学森回忆。
  “必须挖掘保存野生资源！”强烈的社
会责任感，让陈学森迅速行动起来。采样，
记录、化验、分析……科研团队在野果林连
续考察了半个多月，每天都摘回好几袋子野
苹果。“有一天早上上山时天还是晴的，中
午就下起了暴雨，还发生了泥石流。如果我
们从山里晚出来十分钟，可能就被冲下山口
了。”陈学森回忆。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3 年至2017 年，陈
学森团队和康奈尔大学合作，花费5年时间对
来自世界各地的 107 份苹果种子进行基因测
序，证明了世界栽培苹果源于我国新疆野苹
果（即塞威氏苹果）。这一成果，2017 年发
表于世界著名学术期刊《自然·通讯》，轰
动一时。
  如何让野苹果优良基因发挥作用，使苹
果既好吃又营养呢？
  有了样本，陈学森带领研究团队开始攻
关。“新疆野苹果中的红肉苹果，果肉的红
色很新奇，其类黄酮和有机酸含量明显高于
栽培品种，香味也独特。红肉中的类黄酮具
有抗氧化、抗肿瘤、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及保
肝等功能，而市场上苹果特色品种严重不
足，其中高类黄酮(红肉与红皮)苹果尤为缺
乏。”陈学森说。
  能不能把新疆红肉苹果和肉质清脆的红
富士苹果杂交，创建新的红肉种质？
  2006 年，陈学森把新疆红肉苹果花粉带
回山东，在山东与红富士等苹果品种进行了
杂交。
  2007 年 4 月，第一代杂交实生苗（ F1 分
离群体）定植到泰安横岭果树育种基地。为
缩短实生苗童期，陈学森带领基地工人用发
酵好的大粪水浇灌小苗，自己一上午挑了60
多担。
  “我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教授，就是一
个老农民！”负责管理泰安横岭果树育种基
地的郭志忠看着陈学森红肿的肩头非常
感慨。
  凭这个“傻”劲，仅2年时间，第一代杂
交实生苗就有80%开花结果。
  从 2009 年开始，每年春天，科研团队在
泰安横岭果树育种基地采集杂种一代分离群
体选择红肉脆肉株系的花粉，到胶东地区的
烟台牟平与红富士等苹果品种进行杂交，构
建杂种二代分离群体；8— 10 月带回种子在
冰箱里进行层积处理；12 月后，在山东农业
大学组培室进行杂种实生苗培育；来年过了
无霜期（一般是4 月 20 日）后，再将杂种二
代实生苗运到位于鲁西平原的冠县果树育种
基地定植。
  “那几年，最累的是栽苗，每年连续两

三个月栽一万多株。”本硕博连读现已留校
任教的王楠回忆，“忙的时候，都顾不上吃
饭、睡觉。”
  山东农业大学地处泰安市中心，白天大
货车不允许进入。“今晚 9 点大车来装苗
子。”王楠回忆，每年苗子从实验室转移到
冠县果树育种基地都是一场“恶战”，团队
二三十个人全部上阵，把苗子从楼上搬下来
装到大卡车上，一个塑料盒子20 多斤，必须
端平端稳，男生一个人搬，女生两个人抬，
三四个小时装完车，很多人都变成“大花
脸”。
  授粉、杂交、育苗、定植、管理……仅
在冠县果树育种基地，团队就累计定植40 个
杂交组合、 50000 余株杂种二代实生苗。
  2019 年，科研团队终于选育出“幸红”
“福红”“美红”“满红”（寓意“幸福美
满”）等4个高类黄酮苹果新品种，并通过省
级新品种审定，填补了我国红肉苹果品种的
空白。
  陈学森常说，“端牢中国‘果盘子’就
是不依赖进口的国内自育自产优质果品和市
场销售的内循环，首先能够满足14 亿中国人
优质水果的周年供应需求，助力健康中国需
求侧，从而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供给侧。”

“山农酥”梨一亩万利

  我国梨栽培面积和产量均居世界之首，
但受口感有渣、梨核过大、不耐储运等因素
制约，很多梨都卖不上价，严重影响了中国
梨产业的高效发展。
  梨贱伤农，农民兄弟一片叹息，深深地刺
激着陈学森，“我能为梨农们做点什么？”
  他带领团队义无反顾地投入新品梨的研
发深海中。
  他们北上南下，采集了莱阳梨、砀山梨
的花粉，与含有新疆库尔勒香梨血缘的新梨7
号杂交，获得470 株宝贵的实生苗，并将这些
苗子种植到泰安横岭果树育种基地。
  青青梨苗，孕育希望。
  “有一棵梨树，麻雀天天‘摁着’果子
吃。我就摘了一个品尝，没有渣，很甜，梨
是在 10 月上旬成熟的，比普通梨晚熟两个
月。”2007 年 11 月初，郭志忠发现了“新大
陆”，并迫不及待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陈
学森。
  陈学森听后异常兴奋：“这个株系可能
就是我要选的品种。”他马不停蹄采了9个号
码标记的单株枝条，并将它们带到冠县果树
育种基地嫁接繁殖，开展区域栽培试验。
  历尽千辛万苦，几经风雨坎坷，好吃、
没渣、很甜的新品种在育种基地脱颖而出，
被陈学森团队定名为“山农酥”梨。
  山东一禾农林开发有限公司种植基地位
于济南市莱芜区杨庄镇，当我们来到这里

时，工人们正忙着把冷库中的梨称重、
装箱，这些梨，一斤能卖到25元。

  这个新品种梨来自陈学森和
团队成员的苹果育种技术发
明，也就是“果树多种源品
质育种法”。
  “我们一直专注苹
果育种与栽培技术研
究，很多成果源于苹
果，也能用于梨等
果树育种中，在落
叶果树中普适性
强。‘山农酥’
梨的育成就是实
例证明。”陈学
森说。
  农谚说，

“桃三杏四梨五年”。与小麦、玉米
等粮食作物不同，果树种下后，往往
需要果农照顾几年之后才开始结果。
而要果树真正进入丰产期，长出量
大、味 美 的 水 果 ， 则 需 等 待 5 年
以上。
  良种还需与良法配套。“要让果农
等几年的，就不是好品种。开花结果早
的果树，果农种起来才更有底气。”于
是，陈学森“跨界”搞起了栽培技术，和团
队一起，为“山农酥”梨研发了“三芽二度
一单轴”等多项配套技术，两到三年就能
结果。
  陈学森决定建基地给老百姓示范，山东
一禾农林开发有限公司成为他的首批合作
企业。
  “陈老师经常来我们果园，一对一地示
范，教我们用多位刻芽快速整形技术实现了
早期丰产。也就是栽种第二年，梨树萌芽
前，在主干距离地面80 厘米处，对20 个左右
的芽进行定芽、摸芽和刻芽。这样第二年就
能开花结果。”山东一禾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技术负责人苏增冉说。
  现在，很多果农都知道，在果园里配套
使用陈学森和团队成员发明的宽行高干栽培
模式、早期丰产栽培技术、苹果重茬障碍绿
色防控技术、果园生草新模式等种植管理新
技术，可最大程度发挥新品种的经济、社会
效益。
  菏泽市和济宁市泗水县都有脱贫攻坚的
艰巨任务，陈学森把适合当地种植的“山农
酥”梨新品种及配套栽培管理、加工技术送
过去。如今，这两个地方不但有10 余家公司
获得了“山农酥”梨种植和育苗权，政府也
在积极推广。“未来推广的面积大了，果农
在园子里按地头价卖，即使3元一斤，扣除成
本，一亩地也赚1万多元。”陈学森说，“一
种好梨，一亩万利。希望‘山农酥’梨能够
成长为像‘红富士’苹果一样的支柱品种，
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让老百姓过上
荷包鼓鼓的好日子。”

新品种新技术全部免费送农民

  “今年的亩产能够上万斤！销路不愁，
订单都排队了。”蒙阴县岱崮镇杨宝泉村的
果农田成有举着手机，兴奋地说。
  手机另一端连着的是陈学森。 6 年前，田
成有对种植陈学森团队选育的苹果新品种有
很多顾虑。田成有家的40 多亩果园，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种植苹果树，到2015 年，已经30
多年了，树势衰弱，病虫害一年比一年严
重，结的果实个头儿小，着色也不好，卖不
出去。田成有迫切地想找到一个改造果园的
办法。
  在杨宝泉村，像田成有这样的果农不在
少数，全村有近1000 亩果园存在更新和重茬
障碍的问题。蒙阴县果业局联系了陈学森、
毛志泉两位教授，希望能尽快帮全村果农解
燃眉之急。
  “我们这边是山区，以前栽的是长枝型
的果树，都四五米高，这两位教授带来的
‘龙富’是新品种，而且是短枝型的，才两
米，这到底行不行？”太多的顾虑让并不富
裕的田成有不敢轻易尝试。
  新品种的推广是需要付出成本和代价
的。陈学森拿出4 万元购买了4000 多棵“龙
富”果树苗，毛志泉也自掏腰包，负责购买
重茬障碍的菌肥，同时采用团队的一项栽培
技术发明专利“三位一体的中国式宽行、高
干、省力、高效栽培新模式”，良种良法配
套，把树给田成有栽上了。第二年，果树就
开始结果了。到第四年，亩产接近6000斤。

  “我这40 多亩地苹果，去年地头价就卖
到三块钱一斤，很多外地的果农都来找我要
经验呢！”田成有说，这几年，来找他取经
的果农，从本村逐渐扩展到蒙阴县其他乡
镇，甚至淄博、菏泽等地。
  行业内的人都知道，育出一个苹果或梨
新品种至少要花费10 余年的时间。陈学森明
白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面对果农和企业
需求时，陈学森却决定：新品种新技术全部
免费送给农民。
  在山东一禾农林开发有限公司示范基
地，何家庄村的村民张桂兰正忙着为果树剪
枝。她告诉记者，土地流转之前，家里种小
麦，靠天吃饭，收成不稳定。一开始，张桂
兰只流转了几亩地。来到园区工作后，每天
收入七八十块钱，一年就有2万多元，她干脆
把剩下的地也流转了过来，这样每年加上土
地流转的补助，手头更宽裕了，干的活儿还
比以前轻松，心情更舒畅了。
  如今，“山农酥”梨在济宁市泗水县种
植面积达到300 多亩，在菏泽市牡丹区、高新
区和单县等 10 余个县市区示范推广 1 万余
亩，为山东省委、省政府实施“突破菏泽、
鲁西崛起”战略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乡村
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免费送好品种、好技术，农民就能自动
获得收益吗？陈学森放心不下的是果农学不
好技术，管不好果园：“果农学会用新技术
种植管理新品种，才能尽快从优良科技成果
中受益。”
  为了教会果农，他常常一次又一次到种
植基地，手把手地教给农民如何修剪、刻芽
及精准浇水、施肥。
  每年，陈学森都到山东、河南、甘肃
等地义务培训果农上千人。在给果农讲课
时，他用农民视角、农民语言、农民习俗
为农民讲课，把高大上的先进技术讲成接
地气的大众艺术，让农民听得懂、记得
住、用得上。
  果农们常说，陈教授是“平民教授”
“为民教授”，为老百姓免费送来了“真金
白银”，让农民在“土疙瘩”中挖出“金疙
瘩”，把“泥蛋蛋”变成了“银蛋蛋”，陈
教授的“扶贫经”管用、好用，念到了自己
心坎上。

初心铸就40年矢志不渝

  1958 年，陈学森出生在临沭县的一个农
民家庭。
  “我上初中的时候，一天早上，父亲让我去
捡拾生产队收完之后落下的，或者因为埋得太
深而没有挖出来的地瓜，我说我要去上学，父
亲很生气，就拿棍子揍我，棍子都揍断了。”回
忆起这段往事，陈学森眼角泛起了泪花。
  他说：“我父亲不容易，他觉得如果能
捡拾到一些地瓜，家里人就可以少挨饿，那
时候，饿怕了。从那时起，我就觉得我们的
农民，太不容易了。所以，1978 年，我踏入

山东农学院（山东农业大学的前身）的第一
天起，就立志为‘三农’作出我的贡献。”
  从大学毕业留校任教，至今已经有 40
年。其间，常常一个新品种的研发就需要十
几年。对此，陈学森说，做育种工作，就要
学会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咬定目标
不放松。
  1997 年，博士毕业的时候，没有科研经
费，能用来育种的土地也不足，陈学森就拿
出工资去建育种基地、建塑料大棚。没有钱
雇人，他就自己拉砖头，挑水挑肥，栽上杂
交种苗。“有一次，下了大雨，风很大，把
大棚掀翻了，做实验用的杏儿落了一地，一
些研究白做了，他就跪在那里掉眼泪。”谈
起丈夫科研的艰辛，陈学森的妻子张艳敏也
落了泪。
  细心的人会发现，陈学森走路时，肩膀
总是一个高，一个低。他说，这是长期挑扁
担留下的“后遗症”，“高中毕业，跟着生
产队挑水，压地瓜苗子。后来工作了，做实
验，也是一样干农活儿，一担又一担地挑水
挑肥。”
  2009 年以后，每年花期，陈学森和张艳
敏都会在泰安横岭果树育种基地采红肉苹果
的花粉，到烟台基地进行杂交。为了提高效

率，陈学森革新了一个去除雄蕊的办法。
他举起左手的大拇指，展示着他为之骄傲
的“去雄器”，“你看我这个大拇指的
指甲，我到老都保持这个长度的，用
这个指甲能快速掐掉雄蕊，比传统的
办法效率提高了近 20 倍。我们四个
人，三四天就能在有限的授粉时间
内，完成大量的杂交。”
  从“龙富”到红肉苹果新品种
“幸福美满”（“幸红”“福红”
“美红”“满红”等6 个红肉苹果新
品种），再到“山农酥”梨，陈学森
的每一项新品种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是持

续了十几年之后取得的，每一项工作都
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也进行了大量的尝

试。陈学森介绍，“研究红肉苹果，我们当
时栽了5万棵苗，实际上真正出东西的只有五
六千棵苗，再加上一开始实验室淘汰的，总
共淘汰了大约10万棵苗。”
  40 年间，抱着“服务三农”的一颗初
心，陈学森把一个老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渗透
到工作中，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
展科技攻关和技术推广，主持国家863、 973
等项目31 项；在《自然·通讯》等学术期刊
发表高水平论文262 篇；在国际上首次揭示苹
果起源、演化和驯化规律；拥有发明专利40
多项；创建水果优质高效育种和生产技术体
系，育成新品种20多个。

让越来越多优秀人才走进农业

  “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做科研时
要聚焦国家需求、产业发展，找出关键问
题，深入研究，用科学数据解决生产问
题。”这是陈学森经常叮嘱学生的话语。
  从教以来，陈学森手把手指导研究生近
百名，培养的本科生更是不计其数。
  他常常带领学生到泰安、济南、聊城等
地建立的果树育种科研基地及科研成果推广
示范基地，现场讲解果树产业发展瓶颈问
题，并把团队成员摸索出来的“三芽二度一
单轴”“果园生草”等配套技术原理、操作
方法教给学生，让学生学会果树栽培管理的
最新技术。
  “学生们只有熟悉生产实践，了解用在
田间地头的新成果，才能主动思考自己的研
究方向，慢慢做到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在
学生刚进实验室时，陈学森就给他们提出适
合的研究方向，鼓励他们放手去摸索。
  对学生来说，陈学森亦师亦友，不仅在
研究中和他们并肩作战，还教他们如何做人
做事。“陈老师编著教材时，每天凌晨4点就
到办公室改稿，晚上十一二点还亮着灯。陈
老师60 多岁了还这么拼，我们年轻人就更不
能懈怠了。”说起导师陈学森，王楠极为
佩服。
  直到现在，64 岁的陈学森还坚持为本科
生和研究生讲授“园艺植物育种学”等课
程。上课时，他每堂课都设计两三个小问
题，以“抖包袱”的形式讲给学生，让学生
主动深入思考，逐渐提高创新思维能力。他
还结合课堂理论知识，把自己团队的研究成
果，及与课程有关的前沿研究作为案例讲给
学生听，让学生明白学好专业将来大有可
为，喜欢自己的专业。
  在陈学森培养下，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
走进农业，带领果农走出一条宽阔的致富大
道。王楠是陈学森团队的重要成员，是一名
“90 后”，以“山农酥”梨项目为依托，挂
职莱芜区杨庄镇科技副镇长；魏娟，一个从
小在城市长大的女子，在陈学森的启发和鼓
舞下，毅然投身到农业产业中；苏增冉，通
过参与“山农酥”梨项目，返乡创业，成为
公司的农业技术负责人……
  “未来种果树，就是适度规模化、机械
化，降低劳动强度，那时候，年轻人就愿意
回到农村去，应该就是我们乡村全面振兴的
时刻，我期待着这一天。”陈学森表达了对
未来农村发展的期盼。

扎根水果育种40年，先后选育出20多个水果新品种，并全部无偿送给果农使用

陈学森：端牢中国“果盘子”
□ 本报记者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郭翠华 

大图：陈学森（左）在果园  小图：陈学森（右）指导学生育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