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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稻王
”

原正市对中 国 的贡献

欧阳凡 胡 杨

在中国大江南北的许多农村
,

如果问那里

的农民 日本首相是谁
,

他们可能答不出来
,

但

只要一提起 日本水稻专家原正市的名字
,

他们

都会树起 大拇 指
,

赞扬
、

感 激的话 语 滔滔不

绝
。

的确
,

原正市先生对 中国农业的发展做出

了杰出的贡献
。

1 9 81 年
,

经黑龙江省外办
、

科委的邀请
,

被 日本天皇誉为
“

水稻王
”

的原正市先生来到

了黑龙江省方正县
,

开始进行水稻新技术的栽

培试验
。

原正市的水稻栽培方法和我国传统的栽培

方法大相 径庭
,

他 以早育
、

稀植
,

靠分萦 增

产
。

起初
,

看到原正市用他的新技术在该县德

善乡富余村的 2 7
.

4 亩土地上插完稀稀拉拉的

稻秧
,

大家心里凉了半截
,

纷纷向这位 日本专

家投去怀疑的目光
。

然而
,

到了秋后
,

这些稻

田打出的稻子平均亩产达到了 3 7 4
.

5 公斤
,

比

传统栽培方法平均亩产增加 18 4 公斤
。

第二年
,

原正市的早育稀植面积得到 了扩

大
。

在大 早之年
,

4 5 5 6 亩的稻 田平均 亩产达

到 3 7 7 公斤 ; 第三年
,

在低温
、

寡照
、

多雨的

条件下
,

稀植稻 田 的平均 亩产达到 了 3 8 3 公

斤
。

1 9 8 5 年
,

原正 市先生 又 来方 正 县指导水

稻生产
,

并参加了黑龙江省政府在方正县召开

的推广水稻旱育稀植 栽培技术现场经验交流

会
。

农学家们进行水稻 2 0 万 亩高产攻关试验

获得成功 后
,

水 稻生 产也更 加规范 化
、

科学

化
,

形成 了具有中国特点
、

适应我国北方地区

的水稻栽培新模式
。

齐怀远 会 长 在扎 伊 尔参观 由

中国授建
.

可 容 纳 8 万 人的

卡马 尼奥拉体育场



19 93 年 7 月
,

旅正

市先生 (左 2 ) 在

湖南省水箱早育秧

栽培技术试脸示范

推广现场会上

引进这项高产
、

早熟
、

省水
、

省工的技术

以后
,

方正县的水稻生产发生了巨大变化
: 种

植面积达到 30 万亩
,

占耕地面积的 60 % ; 亩

产由 1 9 8 1 年 的 巧0 公斤提高到 4 6 3 公斤
,

产

t 翻了两番 ; 水稻生产由粗放型经营转变为模

式化栽培
。

国内专家认定
,

在同纬度地区
,

方

正县水稻的整齐度
、

均衡度都已达到了国际先

进水平
。

这项新技术不仅 使方正县 的稻农 获益匪

浅
,

也促进了方正县和黑龙江省的经济发展
。

方正县农村人均收入由 19 81 年 67
.

8 元增加到

1 99 1 年的 7 13 元
。

国家引进智力部门
、

国家科委和农业部十

分关注方正县水稻早育稀植技术的成功
,

并积

极组织推广应用
。

19 9 1 年在全国科技成果推

广工作会议上
,

此项技术被列人全国 50 项重

大科技成果之一
。

从 19 8 2 年起
,

原正市先生连续 10 年来我

国传授
、

推 广这项技术
。

19 8 8 年
,

他将试 验

从黑龙江省扩大到我国三北地区
。

在河北
、

内

蒙
、

甘肃
、

新组等地
,

针对年降雨少
、

日温差

大和土坡碱性大的特点
,

他积极试验
,

使这项

技术又取得 了新的成 果
。

截 至 1 9 9 1 年
,

三北

地区应用这一技术进行水稻栽培的面积已 占水

稻栽培总面积的一半
。

2 2

原正市先生在东北
、

华北
、

西北等地推广

水稻栽培新技术的消息
,

引起 了国内许多省市

的高度 重视
。

19 9 0 年
,

湖南省提出 了在湖南

推广早育稀植栽培技术的设想
。

在国家外专局

的大力支持帮助下
,

他们与原正市先生建立了

联系
。

得知湖南省要采 用他 的新 技术的消息

后
,

原正市先生非常高兴
,

决心把 自己的才华

贡献给湖南人民
。

一些好心的 日本朋友劝他不

要冒这个 险
,

认 为湖南绝大多数年份
“

倒春

寒
”

严重
,

阴雨
、

低 温
、

寡 照持续的时 间长
,

与北海道的 自然条件相差很大
,

万一试验不成

功
,

会影响原正市的声誉
。

然而
,

原正市先生认真查阅了湖南历年的

气候
、

雨量
、

土肥等相关资料
,

打消 了顾 虑
,

坚定了进行试验的信心
。

1 9 9 1 年 3 月
,

他来

到湖南
,

拉开了水稻早育稀植技术在三湘热土

上试验
、

示范推广的序幕
。

在原正市先生的亲 自指导下
,

第一年
,

湖

南省浏 阳市的第一块试验田取得了成功
。

粗矮

的水育秧插后未脱下
“

黄衣服
”

时
,

早育秧已

是一片葱绿
,

长势喜人
。

接着
,

在长沙等地的

试验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

解决了长期困扰我

国南方水稻产区的烂秧和僵苗不发的老大难问

题
。

到 1 99 5 年
,

全省采用这项新技术 的稻 田

已有 10 0 0 万亩
。



中国
“

杂交水 稻之父
”

袁隆平 先生评 价

说 : “

水稻早育秧栽培技术是一项很有发展前

途
、

应大力推广的水稻栽培技术
,

湖南若有三

分之一的水稻面积采用这项技术
,

全省水稻年

产量将增加 10 亿公斤
。

如在我国南方 13 省全

面推广
,

对我 国的粮食生 产更具有 特殊的意

义
。 ”

湖南的试 验成 功极大地鼓 舞 了原正 市先

生
。

19 9 2 年
,

原正市先生又 来 到中国 大 陆最

南端的海南岛进行试验并获成功
。

仅两年推广

面积就达 5 万多亩
。

原正市先生认为这一技术

在海南推广成功
,

是对水稻早育稀植技术的又

一重大突破
。

与此同时
,

南方其他省份也在大力推广这

项新技术
。

截至 1 9 9 5 年
,

南方 14 省稻区共推

广早育秧
、

稀植稻 田 4 831
.

9 万亩
,

普遍获得

了良好效益
。

10 年来
,

原正市先生来华 21 次
,

累计在

华工作时间达 35 个月
,

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的

14 个省
、

市
、

自治 区
,

举办讲 座
、

培训 班和

研讨会 2 0 0 余次
。

他勤勤恳恳
,

诲人不倦
。

在

湖南工作期间
,

他多次谢绝省政府为他安排的

参观 马 王 堆出土文物展和 去张家界旅游等活

动
。

他以奉献的精神投身于早育稀植技术在中

国的普及工作
。

他第 3 次赴湖南前夕
,

患了肠

胃病
,

但为了湖南的早育秧试验工作
,

他如期

动身
。

由于飞机不能按时起飞
,

他带病饿着肚

子在北京机场等 了 3 个小时
。

他下飞机后问的

第一件事就是秧苗的生长情况
,

只字未提 自己

的病
。

第二天
,

陪同人员发现他用餐很少
,

经

左右盘问才知他正在患病
。

陪同人员马上要送

他去 医院
,

可他执意不肯
,

又 带着病体从浏阳

县城出发
,

下村检查试验田秧苗生长情况
。

那

些天
,

他早 出晚归
,

每到一处他都不顾数小时

崎岖山路的颠簸
,

立即下到田间
,

帮助当地的

农民和技术人员分析苗情
,

解难释疑
。

很多人

都为 他 的身体 担优
,

他 却风 趣地 对 大家 说
:

“

别看我的个子矮
,

但我愿意为水稻的高产奉

献力量
。 ”

199 1 年第 18 次来华前
,

原正市先生对人

说
: “

如果我死在 中国
,

就将我 的一半骨灰运

回 日本
,

一半留在中国
,

撒在我工作过的大地

上
。 ”

短短的话语
,

充分表达了这位老人对 中

国人民无比深厚的情谊
。

对于原正市先生的卓越贡献
,

中国政府和

人民给予 了高度评 价
。

8 0 年代初
,

黑龙江省

授予他
“

荣誉公 民
”

称号
。

1 9 8 8 年
,

作 为国

务院表彰 的在华有突出贡献的 4 0 位 外国专家

之一
,

他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

受到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接 见并被授予
“

友谊奖
” 。

19 9 2

年 2 月
,

田纪云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代表李鹏

总理授予他荣誉证 书
。

199 6 年 5 月
,

他 又 与

李约瑟
、

李政道
、

杨振宁等著名科学家一起荣

获中国首批
“

国际科技合作奖
” 。

原正市先生不但对中国今天 的经济建设做

出了卓越贡献
,

他的早育稀植技术对中国的农

业发展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

他的芳名将永远

镌刻在中国人民心中
。

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