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果志华 美编/于梅燕
2024年7月26日 星期五

BEIFANGSHUCAIBAO 人物 12

□北方蔬菜报综合报道

从梳着两条辫子的大
姑娘开始，我在新疆的戈
壁滩上培育西瓜和哈密
瓜……直到今天已是年近
古稀的老太太。一年四季
瓜棚曾是我的家。人们
说，我心里只有瓜，瓜是
我的孩子……是啊，瓜是
我的生命，我的人生就是
想结几个瓜，把瓜的甘甜
献给人民。

——吴明珠
中国 2 元一斤的西

瓜，在日本要5800日元一
个，折合人民币接近 300
元；在韩国更是有西瓜标
价2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
近1040元。因此，在中国
做个吃瓜群众，是很幸福
的事。中国人能够圆“吃
瓜自由”梦，多亏了这位
中国的“瓜奶奶”——吴
明珠。

2024年7月16日，94
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
士吴明珠再次来到她曾
经奋斗过的新疆吐鲁番
市，并吃了甜甜的西瓜。
这条消息很快冲上了热
搜。吴明珠为何受到公众
关注，让我们一起看看她
的传奇人生。

她圆了中国人“吃瓜自由”梦

吴明珠，湖北汉阳人，中国工程院
院士。大学毕业后毅然扎根边疆基层,
60多年间主持选育经省级品种审定或
认定的甜瓜、西瓜品种 30 多个。在国
内率先采用远生态、远地域等技术，创
造了一大批新的种质资源，在世界上
首先转育成功单性花率 100%的脆肉
型优质自交系，被誉为新疆甜瓜品种
改良的创始人和奠基者。

“红心脆、小青皮、香妃蜜
瓜、香梨黄、皇后蜜瓜、黑眉毛、
绿宝石瓜、麒麟瓜、西瓜中的
8424……”这些耳熟能详的瓜
类品种，不仅让人们吃到了瓜，
而且感受到了吴明珠的艰辛付
出。

培育一个瓜的品种往往需
要8到10年，其育种工作既枯
燥又漫长，因此许多科学家一
生只能培育几个品种，而吴明
珠却在 60多年间主持选育经
省级品种审定或认定的甜瓜、
西瓜品种30多个。1995年，吴
明珠带领团队选育的甜瓜、西
瓜实现了一年三季，培育的甜
瓜早、中、晚熟系列品种，推广
种植面积覆盖新疆主要商品瓜
产区的80%，在吐鲁番、鄯善县
等地涌现出一批甜瓜致富村。

“为新疆及全国的甜瓜、西
瓜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被誉
为“西部瓜王”；收集整理了新
疆甜瓜地方品种，挽救了一批
濒临绝迹的资源。”这是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推荐吴明珠为中国
工程院院士候选人材料上写
的。1999 年，吴明珠当选为中
国工程院院士。

她带领团队在国内率先应
用远生态、远地域、多亲复合杂
交等常规育种，与现代辐照育
种、航天育种、转基因育种等技
术结合，构建了国内领先的西
瓜和甜瓜育种技术平台。在世
界上首先转育成功单性花率

100%的哈密瓜型自交系，并建
立起无土栽培体系，使哈密瓜摆
脱气候、地域和季节限制，成功

“南移东进”，种植区域扩展到海
南、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区。

她带领瓜农致富，也让人
民群众享受到瓜的香甜。中国
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吃掉
了世界上 70%的西瓜。中国
2018年的西瓜总产量达7924
万吨，比起排行第二名的土耳
其的产量高出了整整20.17倍，
是毫无疑问的世界第一！数据
表明，中国种出了全世界70%
的甜瓜，几乎全部自产自销。因
此，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西
瓜生产国和消费国。

吴明珠曾说：“如果我育瓜
只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早成富翁
了。只为个人而奋斗，不会走得
太远。一个人的追求，只有和国
家、人民的利益一致时，才会得
到大家的支持，也才会有动力。”

70多岁时，吴明珠还在和
时间赛跑。夏秋在新疆，冬季到
海南，天天在瓜地做试验，别人
眼里单调艰苦的育种工作在她
眼里是莫大的享受。2009 年，
吴明珠担任了国家西甜瓜产业
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直到
2017年，87岁高龄的吴明珠才
恋恋不舍地放下了工作。

60多年来，吴明珠将培育
的30多个瓜种献给了人民，将
中国特色的甜瓜和完整的育种
创新体系推向了世界。

为了一个承诺，吴明珠一
做就是一辈子，一辈子只做一
件事，就是为人民选育优质瓜
果。想要培育出最优良的品种，
最重要的就是杂交，只有取其
优点才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
果。然而这个过程却是极其漫
长且未知的，短则几年，长则十
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学识
渊博的杨其佑在这个过程中也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总
是借助专业知识为爱人提供可
行性建议，吴明珠终于在无数
次系统培育中提纯了红心脆、
香梨黄和小青皮等优良品种。

1973年，吴明珠带领团队
南下，到海南岛开辟“南繁北
育”基地。利用海南冬天的光热
条件对育种材料进行繁殖，再
对后代进行加压筛选，寻找适
应性广的材料，提高育种效果。
于是，他们春天到新疆选育瓜
种，冬天再到海南岛，如此循坏
往复。到上个世纪90年代，吴
明珠成功育成的甜瓜品种有：
红8501、红甘露、红芙蓉、黄醉

仙。成功育成的西瓜品种包括：
新优3号、新优8号、新优9号、
新优10号、新优11号。这二十
多年里，吴明珠把许多甜瓜和
西瓜品种传播到南方各地，使
很多瓜农增产增收。其中新优3
号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西瓜
8424，它的亲本选育是在我国
西瓜作物上最早采用远生态、
远地域、多亲复合杂交、回交手
段，并将常规育种和诱变育种
相结合，大幅度提高亲本自交
亲和力和杂交组配力而获得，
这在国内外研究中都属先例。
自 1989 年应用开始，因品质
佳、售价高，当年亩产最高超过
2000元。到2007年，累计种植
面积342.94万亩，产生经济效
益148.46亿元，新增经济效益
72.02 亿元。此外，在山东、广
西、安徽、湖南等地也有一定的
种植面积，几年来新增纯收入
共计 476238 万元。8424 西瓜
凭借优秀的品质和低廉的价
格，推动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
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

她的亲生儿女
却叫“远方的妈妈”

成功的背后，是对家人的亏欠。吴明珠的先生
杨其祐是袁隆平院士的同班同学，师从小麦专家
蔡旭。他虽然知道新疆种不出小麦，但为了支持爱
人的梦想，研究生毕业之后也义无反顾的来到了
新疆，成了鄯善农技站第一位研究生。1958年春
节，两人借了一间房屋，借了窗帘、桌布结婚了。

1959年吴明珠的长子杨夏出生。为了祖国
的瓜果大业，也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好的生活环
境，她将3个月大的孩子交给母亲带回南京。之
后，她更加努力工作，先后用了上万根蜡烛，整
理哈密瓜资料500多万字。1965年，女儿杨准在
南京出生。放心不下实验，她坐完月子之后，将
孩子托付给了哥哥嫂嫂，又一次返回了鄯善，一
走就是6年。以至于孩子们小时候都把舅舅、舅
妈叫爸爸妈妈，把吴明珠叫“远方的妈妈”。在儿
女的眼中，她是个杰出的科学家，是对社会有很
大贡献的人，也是自己童年很少出现过的远方的
妈妈。对于孩子的成长，吴明珠亏欠表示：“我不
是一个称职的妈妈。”但为了祖国的事业，她放
弃了家庭，毅然走到最偏远的地方。

她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是同学

1930年，吴明珠出生于湖北武汉一个教育
世家。抗日战争时期，她随家人迁居重庆，读完小
学、中学。1950年，吴明珠考入四川省立教育学
院农科园艺系，是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她和“杂
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是农学院同级校友，两个人
一人选择了水稻，另一个选择了种瓜。他们走出
大学校门，迈向自己的田野，实现了让国人吃饱
饭、吃甜瓜的梦想。

她和那个年代大多数的读书人一样，有着为
人民做实事的远大抱负。当时的西瓜种子都是从
国外进口的，这就使国内非常被动。为了实现吃
瓜自由，吴明珠主动辞掉北京的工作，不顾家人
反对，主动请缨前往环境最恶劣的新疆吐鲁番。
1955年 11月，吴明珠坐上了去新疆的大卡车，
命运也从那个时候发生了转折。

新疆瓜类众多，且香甜可口，但吴明珠发现
这里的瓜在天然优势下产量不高，就连口感也一
般。究其原因主要是当地依靠传统种植技术，产
量、品质都有很大提升空间。经过多次考察，她认
定吐鲁番鄯善县盆地是培育瓜种的好地方，于是
决定在鄯善县开展园艺工作。

吴明珠说：“想要改变瓜的品质，就必须从培
育新瓜种入手，当务之急就是要收集大量瓜果，
从中筛选出优质瓜种。”吐鲁番有“火洲”之称，
夏季气温超过40摄氏度是常态。这样的高温和
高强度的农活，对年吴明珠来讲，无疑是个巨大
的挑战，但是她知道在基层要当好技术员，就得
什么农活都要学会干，硬是把自己磨练成了一个
在高温天气下仍能干农活的“农民”。在吐鲁番，
和吴明珠打过交道的人回忆道：“能吃苦，老乡都
挺喜欢她，但大家不知道这个从首都机关下来的
女大学生会留多久。”为了调查、收集品种资源，
吴明珠带着几个工作人员，顶着烈日风沙，带着
水、盐、馕走遍了鄯善、吐鲁番、托克逊的300多
个生产队，收集筛选出了100多份材料，花了3
年时间，最终收集了44个甜瓜品种，给吐鲁番的
甜瓜建立了档案，而这仅仅是培育甜瓜的第一
步。老乡们被吴明珠的坚韧打动，给她取了一个
维族名字—阿依木汗（意为月亮姑娘），夸她意志
像钢铁一样坚强，干活像公鸡羽毛一样漂亮。

她用60多年培育了30多个瓜种

她为一个承诺坚守了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