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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参加工作至今，扬州大学农
学院教授张洪程的足迹遍布全国水稻
生产区 10多个省市，他用脚步丈量每一
寸土地，用科研绘就了一幅幅田间美
景，用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心系天
下粮仓的责任与担当，被农民亲切地称
为“泥腿子教授”。

20世纪 80年代中期，我省的 22个

县市几乎同时展现出一幅美丽的田间
“天女散花”图：沿袭了千百年的弯腰插
秧劳作被一项新型抛秧技术所代替，农
民结束了长期以来弯腰栽秧的历史，劳
动生产率也大幅提高。这一新型技术
的集大成者，就是张洪程。这项成果处
于国际领先水平，在全国推广应用逾亿
亩，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1986年，张洪程又牵头建立“新型
耕作栽培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课题组。
该课题组率先建立以少耕为主体、少
免交替、定期耕翻的轮耕新体制，创建
了简化、省力、节能、高产、高效的配套
栽培技术。 1992年，该成果已在苏、
皖、沪、浙、赣推广 6600多万亩，亩节工
22.5%，亩增产 12.7%，增粮 355万吨，
增加经济效益 30多亿元。1993年，该
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2年至 2004年，国家启动实施粮
食丰产科技工程。张洪程提出“精苗稳
前、控蘖优中、大穗强后”超高产精确定
量栽培模式，在姜堰、兴化先后创造了稻
麦两熟制水稻亩产 903公斤、937公斤的
超高产纪录，在全省多地连续实现亩产
800公斤以上纪录。此项技术被确定为
全国水稻生产主推技术，在全国 20多个

省市示范推广。仅 2008年至 2010年，
苏、皖、赣、黔、滇、渝累计推广 9918万
亩，增产 640万吨，增效 160多亿元。
2011年，该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从 2004年起，张洪程带领团队联
合南京农业大学、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等
组成攻关组，历经 11年研究，创立了适
应多熟制地区的毯苗、钵苗机插高产优
质增效栽培技术新体系。项目成果“多
熟制地区水稻机插栽培关键技术创新
及应用”获 2018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1.01的 365次方=37.78，而 0.99的
365次方=0.0255，”每年新生入学，张洪
程都要为他们演算这个算式，“这是每天
努力一点和每天偷懒一点的区别。”他勉
励学生，既然立志学农，就要全身心投
入，全天候付出。多年来，张洪程把实验
室与校外基地研究、示范和人才培养有
机结合起来，先后培养了 100多位博士、
硕士研究生。他每年都安排学生轮流在
苏、皖、赣等基地蹲点，师生协同把论文
写在广袤的大地上。他培养的学生基础
理论扎实，吃苦耐劳，动手能力强，成为
人才市场的“香饽饽”。

张洪程：农民眼中的“泥腿子教授”

■本报见习记者 王小亮

“报国才是科研工作
者的价值所在。”地层古
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
工程学院教授、安邦书院
院长沈树忠说。

怀着“科研报国”的
至诚信念，在国外从事了
4年博士后研究的沈树忠
于 2000年底放弃优厚待
遇回国工作。加入中国
共产党后，沈树忠的报国
之心愈发炽热。从 201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
士，到 2019年获得地层
学 国 际 最 高 金 奖 ICS
Medal，成为亚洲第一位
获此殊荣的科学家，他一直用实
际行动诠释着入党时许下的
誓言。

身着冲锋衣，头戴遮阳帽，弓
下身敲打石壁，是沈树忠在野外工
作的常态。“要做就要做精细，要做
就要做系统。”多年来，他的足迹遍
布祖国南北、世界各地，皮肤也逐
渐变得黝黑粗粝。在一点点敲打
积累中，沈树忠在钟爱的生物地层
学科研上结出了累累硕果。

多次入藏科考，建立以藏南
为代表的冈瓦纳北缘二叠-三叠
纪之交连续的生物、地化和岩石
地层序列，改变了“该区缺失中、
上二叠统”的传统认识；进行交
叉研究，显著提高二叠系-三叠
系之交的综合年代地层框架精
度；利用“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
和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算法重
建全球第一条最高精度的古生
代 3亿多年海洋生物多样性变化
曲线，成果入选 2020年度“中国
科学十大进展”……沈树忠说，
怀着对地层学和古生物学的热
爱与执着，还有为祖国基础科研
作贡献的强烈愿望，他从未停止

“地层探秘”，一项项突破性的研
究成果也让他骄傲地成为“站在

地层学领域最前沿的中国人”。
只一人站在学科前沿，并非

沈树忠的“终极梦想”，醉心科研
的同时启发学生科学思维、带动
青年学者成长，为地层学和古生
物学攻关注入“新鲜血液”，从而
带动一门学科的发展，更是他多
年来孜孜以求的方向。

曾经，一位青年学者苦于
缺少合适的样品来研究地质历
史上的重大环境变化，沈树忠
毫不犹豫地向他提供了自己的
全套样品，甚至主动表示，如有
困难还可承担数额不小的实验
测试费。“在没获得全面的数据
和认识之前，不要轻易下结论，
要精细。”沈树忠回忆道，当这
位青年学者取得阶段性进展
时，他在兴奋之余仍未忘记“传
帮带”的责任和科学家应有的
严谨态度。

在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
学院，沈树忠带领团队成立了生
物演化与环境国际班，结合自己
的科研经历，积极探索多学科交
叉培养模式。“要打造国际化地球
科学专业人才培养基地！”沈树忠
心中，一幅育人报国的图景已缓
缓展开。

沈树忠：
于地层间求索“报国密码”

■本报见习记者 阿妮尔

“既然选择了支教扶贫，我就要办
一所对得起学生、对得起群众的优质高
中。”11年前，时任南通市如东县政协督
导员、县委教育党工委书记的周桂官怀
揣雄心壮志，带领支教团队来到苏北沭
阳县办学扶贫，并担任沭阳如东中学首
任校长。如今，一所让苏北群众信任的
优质高中，从蓝图变成现实。

“沭阳县是全国第二人口大县，学
生很多，教学水平却较低。”周桂官介绍
说，刚到沭阳时遇到的困难远超想象，

“有校名，无校舍，无师资，无生源”。
2010年 1月，新校舍还在图纸上，却要
在7月招生开学，一切都必须从零开始。

属牛的周桂官有一种越是艰难越
向前的担当情怀。为了及时交付校舍
工程，半年时间他跑坏了 3双牛皮鞋，体
重掉了 10斤。为了组织一支优秀的支
教教师队伍，他数十次往返于沭阳和如
东，把工作做到了支教教师的家里，安
排 40名新教师到省如东高中进行一个
月的岗前培训。他和 80位教师硬是靠
手提肩扛，将一件件生活用品送到学生
公寓的一间间宿舍里，及时安排好学生
的生活和学习。

熟悉周桂官的教师都知道他有一个
习惯——每天拿着笔记本巡查教学区，
随机听课至少4节。如今，学校有5栋教
学楼，3个年级，80多个班级，他每天要
上上下下四五个来回。“校长听课‘倒逼’
教师自省，反思教学，用心教研。”学校一
教师对周桂官的做法赞不绝口。

10余年时间，周桂官“带”出了 3名
特级教师、3名教授级高级教师、3名宿
迁市名师、2名全国模范教师和 140多
名市县学科带头人及骨干教师，60多名
教师在省、市优课等竞赛中获奖。从

2010年的 16个班级 879名学生、80名教
师，发展到如今的 85个班级 5200余名
学生、390名教师，学校从二星级晋升为
我省最年轻的四星级高中。

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 6月，该校
共 8届毕业生参加高考，近 9000名学生
考上心仪高校，相关指标连续 8年位居
宿迁市前列，连年获宿迁市政府颁发的

“宿迁市普通高中教育质量特等奖”，一
批批“人格健康、基础扎实、特长明显、
勇于担当”的优秀学子脱颖而出。

“周校长不仅在教学水平和管理水
平上影响着沭阳的教育生态，在品格上
更是当地教育人的楷模。”沭阳县教育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周桂官一年仅回
家 3次：清明节 2天，暑假 7天，春节 7
天。“一年 365天，他有近 350天‘泡’在
学校里。”多年来，周桂官先后 8次捐出
自己的积蓄，并拿出政府奖励他个人的
奖金设立了“周桂官教育奖励基金”。

学生拔节成长，办学业绩不断刷
新，当地教育面貌也有了变化。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周桂官坚守着教育扶贫的
初心。他说，“改变教育落后面貌，改变
贫困家庭孩子的命运，我终身践行，无
怨无悔。”

周桂官：用责任“跑”出教育“加速度”
■本报见习记者 王小亮

一隅诊室一隅诊室、、两袖清风两袖清风，，三尺讲台三尺讲台、、四四
时耕耘时耕耘。。9494岁高龄的首届国医大师岁高龄的首届国医大师、、
南京中医药大学原校长周仲瑛出身五南京中医药大学原校长周仲瑛出身五
代中医世家代中医世家，，他秉承家学他秉承家学、、深耕杏林深耕杏林，，
为现代高等中医药教育作出了开创性为现代高等中医药教育作出了开创性
贡献贡献，，被评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被评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
经验继承工作导师经验继承工作导师、、首届国医大师首届国医大师，，入入
选首批国家级非遗项目选首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中医诊法中医诊法””代代
表性传承人表性传承人，，荣获荣获““全国中医药杰出贡全国中医药杰出贡
献奖献奖”。”。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南
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南京医院被指定为定
点收治医院，收治了南京全部确诊病例。
周仲瑛带领团队与医院合作收集一手临
床资料，经过对临床证候的综合研判，在
1月中下旬就做出此次疫情病因是“瘟毒
上受、湿毒为主”，基本病机是“湿困表
里、肺有伏热”的前瞻性判断。

按周仲瑛要求，团队成员每天向其
汇报一次疫情进展。随着疫情升级，周
仲瑛所住小区实行封闭管理。周仲瑛一
边电话指导弟子在一线救治病患，一边
通过临床资料完善辨治思路，亲自拟订
了《江苏省新冠肺炎中医辨治方案（第三
版）》，该方案作为中医临床救治的权威
指导意见由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正式
发布。

“中医不是慢郎中，战‘疫’我们有底
气！”周仲瑛的底气，来自中医药两千多
年的理论基础和抗疫实践，也来自个人
几十年丰富的瘟疫辨治临床经验。

20世纪 70年代，周仲瑛率队成功攻
克流行性出血热，使野鼠型出血热病死
率从 7.66%降至 1.11%，这一成果获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科技一等奖，入选国家重

大科技成果项目，并作为国家十项最高
科技成果送往前苏联开展交流；2003年

“非典”期间，他冲锋在一线，为迅速控制
疫情作出重大贡献；2008年汶川地震后，
他无私向全社会提供防疫香囊配方。

一生与瘟疫“交手”无数次的周仲
瑛，时刻不忘疫病防治。他的多项科研
成果在国内外处于领先地位，获各类科
技进步奖及科学技术奖 47项，获授权发
明专利 50项，创制科研新药转让投产 8
种，出版专著 39本，为我国中医药科学
技术的发展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在周仲瑛看来，培养好后继人才是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
他晚年最重要的使命。他亲自带教各级
师承弟子百余名，为我国中医药事业发
展培养了大批中医人才。弟子中涌现出
中国科学院院士 1名、岐黄学者 4名、部
省级名中医13名。

近几年，周老因身体原因不得不暂
别临床一线，他把办公室“搬”到家中，弟
子们一周至少来 4次，与他商讨学术工
作。他常说：“中医传承离不开师带徒，
我培养出来的学生，有一手过硬的中医
本领，我就成功了。”

周仲瑛：中医战“疫”有底气

■本报记者 任素梅 通讯员 刘丹青

在南京医科大学教授黄茂的
办公室里，有两张他和学生的合
照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他说：“我
珍惜所有获得的荣誉，但是最看
重的还是学生的认可。”

黄茂是南医大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科主任、呼
吸系病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
师，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首届
中国医师奖、中国呼吸医师奖、全
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委内瑞拉“弗朗西斯科·德·米兰
达”国家二级勋章、全国抗击非典
优秀共产党员等诸多荣誉。

2003年“非典”时期，黄茂临
危受命，担任江苏赴内蒙古“抗
非”专家组组长，深入医疗条件相
对较弱、危重患者最多的巴彦淖
尔，先后治愈 130多名患者，创造
了病死率为零的纪录。17年后的
2020年，他又勇挑重担，担任我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医疗救治专家
组组长，带领全省专家组成员与
肆虐的病毒展开争分夺秒的
较量。

从疫情发生起，他便坚守岗
位，白天黑夜连续工作，不仅要承
担新冠肺炎疑似和确诊病例的诊
疗工作，还要对全省危重病患的
治疗方案提出指导性意见。临床
工作之余，他还为全省医务人员
作新冠肺炎诊治方案培训，协助
完成全省疫情防控工作……每一
项工作的背后，都凝结着他数十
年来所坚守的医者初心和使命
担当。

经过黄茂及其团队的共同努
力，我省 631例新冠肺炎患者全部
救治成功，实现了全省新冠肺炎
患者“零死亡”的奇迹，用硬核实
力守护了患者生命。“最多时一天
要会诊 16名重症、危重症患者，”
黄茂说，“每次听到患者病情好转

的消息，我的心情都非常愉快，喝
到嘴里的水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从事教学和临床一线工作 38
年来，黄茂带领团队聚焦前沿，开
拓创新，服务社会，学科被遴选为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主编学术专
著 6部，参编 22部；主持国家重点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省级
科研项目等十余项，以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发表文章 249篇，其中
SCI论文37篇；获发明专利和实用
新型专利 5项；荣获江苏省科技进
步一等奖、中华医学科技三等奖、
江苏省医学新技术引进一等
奖等。

黄茂刻苦钻研、奋斗不息、勇
于担当的精神感染着学生们。在
新冠肺炎疫情最严峻时，黄茂的
学生纷纷请战前往武汉支援。出
征前，黄茂会在学生微信群反复
叮嘱：“一定要加强防护，保护好
自己！”声声叮咛，更像是父母对
将要远行的孩子的牵挂。

黄茂：
用硬核实力守护患者生命

■本报记者 任素梅 通讯员 蔡心轶

张洪程（左一），扬州大学水稻产业工
程技术研究院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
士，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

沈树忠，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生物演化与环境科教融
合中心主任、安邦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
士，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

黄茂，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科主任、
呼吸系病学教研室主任，江苏省优
秀共产党员

周仲瑛，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
主任中医师，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

周桂官，沭阳如东中学党委书记、校
长，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