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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云人物

朱有勇：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在中国学术界，中国工
程院院士朱有勇是公认的生
物多样性控制病虫害研究的
开创者；在农民眼中，他是一
位知农民冷暖、懂农民所想
的贴心人；在他眼中，他认为
自己是一名农民教授。

因为研究生导师段永嘉
先生留的“一道不会回答的
考题”——追溯世界农业历
史，依赖化学农药控制病害
不足百年，在几千年传统农
业生产中，利用什么控制病
虫害？朱有勇开始了数十年
的科学探索之路。

单一品种大面积种植易
造成病害流行，致使农药用
量大幅增加，对生态环境、食
品安全和粮食生产构成潜在
危机。很多国外科学家提出
通过基因、杂交等办法来解

决这个问题，但几乎没有成
功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
云南的稻瘟病很严重。在石
屏县的一个村子里，朱有勇
偶然发现栽种着不同水稻品
种的田里稻瘟病很轻，而只
种一个品种的田里病害却比
较严重。

难道“稻瘟病”的发病率
高低与水稻不同品种间的间
作有关？于是，朱有勇跳出品
种概念，依托传统间套作技
术，开始了利用生物多样性
控制病虫害的尝试。经过研
究，他发现，中国几千年的传
统栽培技术，尤其是作物间
作套种和林木混交等，体现
了作物多样性的内涵，能减
缓病虫害流行。此后的10多
年里，他经过近千次试验进
行确证并研究控病机理，建

立了一系列作物多样性控病
增产新技术，最终确证了作
物多样性时空优化配置是有
效控制病害的新途径。在
2000年，这一成果发表在国
际权威期刊《自然》上，引起
全球关注。

“遗传多样性控制水稻
病害”技术在中国 10个省
（市、自治区）推广6000多万
亩，荣获联合国粮农组织科
研一等奖；“物种多样性控制
作物病害”技术已在国内外
应用于3亿多亩旱地作物。
这两项技术都可以减少
60%的农药使用，并能增产
20%～30%。

2015年，中国工程院开
始结对帮扶澜沧拉祜族自治
县。定点扶贫的任务落在了
朱有勇肩上。他立马带着团

队驻扎在澜沧县竹塘乡蒿枝
坝，走进田间地头、深山密林
开展实地调研。

朱有勇将冬季马铃薯
优质高产新技术引入澜沧
县。该技术充分有效抑制了
病虫害，减少60%的农药用
量，大幅度提高了马铃薯
的产量和品质。同时落地
的还有“院士+公司+基
地+农户”的“4+”科学化、
标准化、产业化扶贫模式。
2018年，澜沧县38个村寨
示范种植优质高产冬季马
铃薯 3200多亩。冬季马铃
薯在11、12月播种，翌年3、
4月收获，澜沧成为中国最
早上市的鲜薯产区之一。冬
季马铃薯平均亩产2.5吨至
3.5吨，可以为每户增加收入
2500元到7000元。

同时，朱有勇在调研中
发现澜沧县境内有大面积退
耕还林的思茅松，林下经济
大有文章可做。他又给澜沧
带来了一项“能转化到土地
里”的创新科研成果——林
下有机三七技术。该技术不
占农用地，生产成本低，效益
好。林下有机三七预计每亩
产量50公斤至80公斤（干
重），每亩林下三七可让村民
收入5万元至15万元。

朱有勇还在当地首创中
国工程院科技扶贫技能实训
班，带领专家直接为农户授
课，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
理论、教生产，手把手地在田
间地头指导农户种植。到目
前为止，院士专家已培养了
840名乡土人才。

记者 陈鑫龙

朱有勇院士（右）在实验田里与农户交谈。（供图）

位于云南省景洪市嘎洒镇的大黑山林场，
曾经是杂草丛生的荒山。1993年，林场主张林
波带领当地村民承包这片约2万亩的荒山，开
始垦荒种树。20多年时间里，林场累计完成人
工种植14000多亩，先后植树400余万株。2016
年，大黑山林场被云南省林业厅认定为“景洪嘎
洒省级森林公园”。

如今的大黑山林场，森林覆盖率已达86.9%。
荒山变美了，林场还为周边村寨的群众无偿提供
杉木种苗，扶持群众造林3万余亩，同时指导村民
发展林下产业。图为大黑山林场一景。

新华社记者 秦晴 摄

20余载植树造林
万亩荒山成森林

生态保护

云南十八怪，鲜花四季开
不败，云南的鲜花不仅养眼，还
盛开在了餐盘中。

8月4日下午，丽江千古情景
区摆起了百花宴，用新鲜的花材
现场烹饪起了各色鲜花美食，让
广大游客尽享饕餮花宴。玫瑰花、
荷花、桂花、茉莉花、南瓜花、野百
合花等20余种可食用鲜花，经油
炸、煲汤、煮粥、凉拌，花朵有了更
加层次分明的味道，一道道鲜花

美食，配着洛神花茶、菊花茶，夏
天淡淡的味道，原来如此。

丽江千古情景区行政主管
段青青介绍，云南人吃花的历
史悠久，云南的花种类特别多，
现在恰逢百花盛开的季节，景
区举行百花宴，让游客现场体
验鲜花美食的制作过程，品尝
云南百花的味道，让云南原汁
原味的民族风情得以呈现。

吃百花宴，体验云南美食

烹饪方法的奇妙，游客乐不思
蜀。来自大连的范先生一家，觉
得这样的体验非常难得。范先生
说：“在家乡从来没有这样吃过
花，一般就汤圆里有点。刚才吃
了玫瑰花、南瓜花、荷花，各有各
的味道，鲜花饼也很不错，小孩
特别爱。”来自贵州的贺女士感
觉这次来丽江长见识了，想买些
鲜花回去尝试着做美食。
记者 木晓雯 王法 摄影报道

云南人家

丽江摆起百花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