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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番兴明考上一所师

范院校，这在当时大学录取率十分

低的年代里，令人十分羡慕。但为

了实现儿时立下的志向——当农技

科学家，他选择了复读。第二年，

他考取了西北农业大学。毕业后，

他拒绝了留校和去大企业工作的机

会，毅然回到当时各方面都十分落

后的云南，进入云南省农科院工

作，主持玉米高产、特色玉米、饲

用玉米等技术攻关和推广、成果转

化。从此，与玉米结下不解之缘。

科技兴农助发展

番兴明的微信朋友圈里发布的

内容全是玉米科技和推广信息。他

的网名就叫“玉米人”。

科技研发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

过程，加上云南科技基础薄弱，缺

设备、缺人才，让当时毕业刚回云

南工作的番兴明，不得不边下地做

实验、边培养学生。

有一次，番兴明调查归来后发

现，德宏州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十分

适合发展热带亚热带玉米种植，他

决定到当地建实验基地，并得到云

南省农科院领导的支持。于是，他

一边急切地给国内一些玉米种植和

推广企业、科研单位打电话、发电

报，寻找合适的种子，一边带着两

名学生，带上沉重的科研设备，从

昆明乘坐班车赶往德宏州。

那时，昆明到德宏没有修通

高速公路，为了保证珍贵的实验设

备不在崎岖难行的土路上被颠簸损

坏，一路上他和学生将设备放在大

腿上。整整4天后才到达德宏，这

时，几个人的双腿早已被设备压得

肿胀充血。

就是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番

兴明坚持了14年。其间，他跑遍了

云岭大地的山山水水，将全部精力

用在了调查研究、实地实验和培养

人才上。那时，他还没取得过一项

科研成果，没发表一篇科研论文，

却将云南玉米“家底”摸得一清二

楚，还打造出一个由10多位研究生

组成的科研团队。

经过前期大量的实验、育种技

术积累和团队建设，番兴明厚积薄

发，攻克了玉米“遗传来源和配合

力之间的相融度”，并成功培育出

云南首个优质高产粮饲两用玉米品

种“云瑞1号”。

“云瑞1号”问世后，经过种植

实测，无论是遗传性状、育种配合

力、亩产量还是单产质量都在国内

领先。很快，我国首家种业国际上

市公司“奥瑞金种业”以200万元转

让费与云南省农科院签订了“云瑞1

号”转让推广协议。这在当时轰动

业内。

该公司将番兴明请到北京，

开出了较高的薪资条件，留他在

企业工作。番兴明当即婉拒：“我

的技术和成果是云南的土地滋养出

来的，现在云南粮食生产还比较落

后，我应该回到那里去，让云南的土

地上长出更多云南自己的种子。”

如今，番兴明的愿望早已实

现。云瑞系列从第1号起已开发到第

999号。其中，番兴明开发的“云瑞

7号”“云瑞8号”“云瑞88号”等

优质品种入选国家主导玉米品种，

在全国累计推广了1.14亿亩，带来

产值137.5亿元，为国家粮食安全作

出了重大贡献。

情真意切“传帮带”

作为科学家，除做好科技攻

关外，番兴明还有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为国家培养人才。他在云南农

大、昆明理工、华中农大、云南大

学等多所高校担任博士生、硕士生

导师，还在云南省农科院带领着一

个庞大的农技科研团队，主持着国

家和省级的多个粮食科技项目。

带学生搞科研是一个繁杂又庞

大的系统工程，但番兴明总是坚持

包容和精益求精的原则，情真意切

地培养学生，毫无保留地将技术和

经验传授给他们。

几年前，一位博士生经层层

筛选后进入番兴明的团队，这位博

士生理论功底扎实，但对实际操作

却缺乏兴趣。番兴明有针对性地带

他到田间地头搞调研和做实验。时

间久了，学生觉得有些无聊，便对

番兴明说：“老师，您太忙了，这

样带着我恐怕会让其他人有意见，

要不我写个研究报告，实验环节就

不做了吧。”番兴明听后，严肃地

说：“科学研究讲究精益求精的实

验数据，如果你只是想空谈理论而

不做实验，那只能换导师了。”这

位博士生深感惭愧，开始潜心跟着

导师做实验，番兴明也将自己掌握

的技术和经验倾囊相授。如今，这

位博士生已顺利进入一家知名的大

型农业科技企业工作。

还有一位从专科升上来的硕士

生，进入到全是博士生的番兴明团

队后，一直深感自卑。在此后的学

习工作中，番兴明对他悉心栽培，

因他基础不好、理论水平较低，番

兴明一面创造各种进修机会让他出

省、出国深造，一面开小灶加强他

的实操能力培养。该学生进步非常

快，还没毕业就被一家大企业看中。

就是在这么一件件小事中，

番兴明用真情实意赢得了学生的爱

戴。去年他入院做了一个胆囊切除

手术，当时他的爱人也正好生病，

女儿又在国外求学。得知消息的学

生们纷纷从五湖四海赶到昆明，

轮流在医院陪护照顾，而在国外

的学生还一起为他录制了一个祝

福视频……

番兴明的女儿也是他带的研究

生之一，就在记者采访的前几天，她

拒绝了世界八强企业抛来的橄榄枝，

选择归国。她说：“我是父亲培养出

来的，也是祖国培养出来的，我要把

掌握的技术带回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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