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生于河北衡水湖畔的农村，张
孟臣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告
诉记者，以前家中壮劳力少，日子过
得很紧巴。“还记得，奶奶牙不好，过
年就想吃顿豆腐，家里却没有黄豆，
无法满足她的心愿。”这让张孟臣心
里很不是滋味。

中国人喜欢吃豆类食品。黄豆即
大豆，古代叫菽，起源于中国，至今已
有数千年种植史，在农业领域地位重
要。然而过去几十年里，国产大豆不
能完全满足国内需求，需从国外大量
进口。

“归根结底，是我们种子被‘卡脖
子’，在产量和品质上与欧美国家差距
不小。”张孟臣说，我国大豆亩产量只
有国外的三分之二左右。

读大学后，张孟臣立志选育出中
国的优质高产品种大豆。在河北大豆
一年只能种植一茬，为开展数代试验
选育，缩短育种年限，到海南进行南繁
加代势在必行。1982年，26岁的张孟
臣大学毕业后第一次来到海南。

种地、除草、施肥；收获、脱粒、晾
晒。在外人看来，相较于研究人员，张
孟臣更像是穿白大褂的农民——从种
到收，几乎每天都待在地里。

40多年来，张孟臣像候鸟一
样，每年“跟着大豆走”，冬春时
节来海南赴育种之约，次年夏
季再把成熟的种子带回河北
开展研究。张孟臣的爱人
对他说：“你对大豆比对我
和孩子还亲！”

早些年，南繁条件艰
苦，张孟臣深有体会。“我们
几个年轻人从地里忙回来，
还要自己做一日三餐。”他回

忆说，海南多雨，要多备干柴，
不然阴雨天就要断炊。放晴的

日子，户外紫外线很强，他们经常
顶着太阳忙碌，一个个晒得黝黑。

远离家乡，张孟臣与亲人聚少离
多，好在家人都能理解、支持，让他能
全力投入育种。

“以前没有电话，全凭一纸书信
联系。”张孟臣回忆，有一年，过年又
回不去，他心怀愧疚。没想到父亲主
动来信说，不用惦记家里，在海南早
点把“争气豆”弄出来！这让张孟臣
十分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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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疾驰而过，车窗外，一片片绿油油的田洋映入眼帘。在三亚市天涯区妙林
田洋附近，从实验站到试验田这近一公里的小路，今年68岁的农业农村部
黄淮海大豆生物学与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孟臣走了数十年。

从最初的徒步下田洋，到如今拄着拐杖或乘车前往，虽然方
式变了，他的目标却依旧如初，“用好海南南繁资源，为中
国选育出优质大豆品种”。从河北到海南，从青
春到华发，张孟臣始终围着大豆转。亲近
的人曾评价他是“憨豆”：“人憨憨的，
就这么执着地和大豆打了一
辈子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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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的一处农田，种植户给豆苗浇水。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

40余年间，张孟臣不仅带领团
队创造了我国大豆育种的一个个纪
录，也解决了不少世界大豆育种难
题，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张孟臣回答：“成果多少取决于
你离农田的远近。”在海南，他白天
下田看大豆实验材料生长情况，晚
上回到住处加班加点分析总结。

2010年，张孟臣被检查出双侧
股骨头坏死，如果走路太多腿就会
疼。即便身体不便，他仍然坚持拄
着拐杖下田。“我用拐杖还能拨拉豆
荚，看它的生长情况呢。”他向担心
他身体的同事打趣道。

有一年南繁季，张孟臣选育的
大豆正值采收期，一天三亚突然出
现风雨天气，当时育种基地只剩他
一人。“一场大风大雨，可能会让辛
苦培育的大豆毁于一旦！”张孟臣的
心紧张了起来。

为了抢收，64 岁的他拿起镰
刀，拄着拐杖走向大豆田。下田后，
他嫌拐杖碍事，索性把拐杖扔在一
旁，“再痛也要忍住”。

“张老师，我们来帮你收吧。”风
雨中，两个从福建来三亚做科研的
学生被张孟臣打动了，冒着雨帮他
采收大豆。时令不等人，越来越多
的大豆进入成熟期，他和两个学生
实在收不过来，周边的人见了也下
田帮忙。

入夜，张孟臣躺在床上，腰腿疼
得睡不着觉，但天一亮，看到待收割
的大豆，他又顾不得别的了。正月
的海南，白天气温很高。一天，张孟
臣在大豆田里蹲久了，眼前一黑晕
倒在地。过了一会儿，他慢慢苏醒，
自己爬了起来。

60多岁了，还往地里跑，忙起
来饭都顾不上吃，正因为工作中的
这股子投入劲，张孟臣得了个“憨
豆”的称呼。在他看来，搞农业的
人，只有贴近土地这个“第一现场”，
才能精准掌握数据和信息，把工作
做好。

如今，张孟臣仍奋斗在南繁一
线。每次来海南，一进实验站，他都
会立即换上长袖衣服，戴上草帽，拄
着拐杖，迫不及待地去豆田里转一
圈，摸摸田里的豆荚，像见到了久未
谋面的老朋友。

做农业的人都知道，选育一个
品种有多么不易。这就如同大海
捞针，有着太多不确定性，往往要
付出万倍努力，而成功的可能只有
万分之一，甚至一无所获。

大豆有个“怪脾气”：再好的种
子，换个地方，产量就容易变少；产
量上去了，蛋白质和油分含量又容
易降低。要培育出高产优质且适
应性好的大豆种子，磨的是大豆的

“脾气”，耗的是研究者的心血。
国产大豆不能完全满足国内

需求，且耕地资源有限，不能无限
扩种大豆。因此，通过科技创新培
育高产稳产的优质大豆品种，成了
张孟臣及其团队奋斗的目标。

20世纪90年代，张孟臣培育
出以“冀豆7号”为代表的早熟高
产夏大豆品种，改写了一年两熟制
夏大豆低产的历史，大幅提高夏大
豆产量，他因此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奖；

21世纪初，张孟臣育成高产、
广适应的“冀豆12号”，这是全国
首个跨春、夏生态区审定推广的高
蛋白大豆品种，为后来培育高产优
质大豆奠定了基础。据农业农村
部统计，“十二五”以来，“冀豆12
号”一直是全国推广面积最大的高
蛋白大豆品种。

他还培育出高油大豆“冀黄
13号”，其含油量超过进口大豆，
成为我国与国外高油大豆抗衡的
优势品种；他参与完成的“中国农
作物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与利
用”项目，再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

攻克高产品种、高蛋白品种两
道难关，张孟臣在大豆研究领域一
次次取得突破。这些年来，他累计
育成大豆品种20多个，相关品种
推广面积达1亿多亩；获得20多项
科技成果奖，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称号
……

虽然获得了很多荣誉，但张孟
臣说，作为“农民的儿子”，他把农
民的评价看得最重。一次，一位老
农人称赞他说：“张老师，你的无腥
味大豆，生吃就像花生！”张孟臣听
了十分高兴。

张孟臣在田间查看
大豆长势。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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