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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风采故  事

的育种实验场，仲家楷开始承担起特殊的使

命——与育种专家并肩劳作。参与各类科研课

题，让仲家楷迅速成长，悉数掌握良种繁育、

作物栽培、植物生理、昆虫病理、生物统计等

理论知识。

当时，元谋县农场交通、通信等基础条

件不佳。比如，电话是手摇式的，打电话要先

由邮局总台接通要找的单位，插入相应的端口

方能通话。即便如此，这样的电话也只有数公

里外的乡邮电所才有。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

仲家楷又责无旁贷地当起了农场的“大管家”。

“那个时期，全国先后有 46 家研究机构、86

个研究课题组和众多育种企业来到元谋县农

场，我负责张罗所有人的吃喝拉撒。”仲家楷

说，为缓解育种专家的工作压力和紧张情绪，

他利用休息时间带着大家四处散心。

为提升改造元谋县农场的基础设施，在

以前的宿舍成为危房后，仲家楷自筹资金，修

建一栋4层高、设有几十个房间的“专家楼”。

每年秋冬季，育种专家从内蒙古、黑龙江、西

藏等地来到元谋，在“专家楼”里一住就是半

年。在院内的另一栋小楼里，仲家楷打造了厨

房，并自费购买不少育种初筛、科研检测工具，

供育种专家免费使用。

“宿舍里设施齐全，每天象征性地收一

些费用。这笔费用只够开支水电费，但是为我

们单位减轻了成本。”黑龙江红兴隆农业科

学研究所农艺师梁长欣是“专家楼”的常客，

在他记忆中，仲家楷时常为来自天南地北的

育种专家组织集体活动，热心解决生活难题，

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大哥”。

推进种业振兴

1996 年，元谋县农场改称南繁村，“中

国种子公司元谋基地”陷入无人管理的状态。

但每年秋末，许多北方的农业科研单位和育

种专家仍如候鸟般奔赴南繁村，仲家楷从中

看到了希望——“中国种子公司元谋基地”

是元谋县的“金字招牌”，绝不能被遗忘。“元

谋县委、县政府根据农业产业化发展需要，

对农业专业技术协会发展给予大力支持。”

据仲家楷介绍，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

的办会原则，经过认真筹备和精心组织，

2004 年 4 月 8 日，元谋县南繁种子繁育协会

正式挂牌成立，专业从事粮食、蔬菜、花卉

繁（制）种。

协会成立后，仲家楷全身心投入其中，

努力扩大南繁技术优势和资源优势，探索出

“协会 +公司 +农户 +基地”的发展模式，

在元谋县新华乡、江边乡等 5个乡镇集中建

立粮食、蔬菜优质种子繁育基地 1.2 万亩。

为调动群众积极性，仲家楷采取“土地流转

+ 技术培训”的方式，将育种土地流转费用

从 1986 年的每亩 500 余元增加到现在的每亩

3500 元～ 15000 元，繁育品种从小麦、玉米、

大麦扩大到甜瓜、油菜等。此外，仲家楷还

积极组建“农村党员田间技术示范培训学校”，

许多村民经过培训成长为育种“土专家”。

夏季，南繁村进入一年中最“安静”的

时节，前来制种的科研单位在 5 月底纷纷北

归。基地里，玉米作物还在不断拔节生长，

仲家楷指着茁壮的父本玉米植株说：“你看，

它雄穗发达、花粉量大，所以母本玉米的种

植行数可以到 1 ∶ 5。”从青丝到白发，仲

家楷仍在南繁村辛勤劳作。“中国人的饭碗

要盛中国粮食，中国粮食得用中国培育的种

子。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所有农民都种上

中国人自己繁育出来的种子。”站在麦田里，

仲家楷满怀信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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