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的强劲东

风
,

给黑龙江省的生产

建设带来了新的生机
,

昔日的
“

北大荒
”

现在

已经变成了粮食
、

多种

经营和经济作物全面发

展的
“

北大仓
” 。

过去满

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

今

日又到处可见一望无边

的金色稻浪
,

为黑龙江

的大地增添 了新的风

貌
。

黑龙江省近几年水

稻生产大发展
,

解放了

吃大米难的问题
,

人们

对此 已有 了切身体验
。

但传授寒地水稻旱育稀

植栽培这项高产技术的

外国专家原正市先生的

事迹
,

知道 的 人却很

少
。

海道大学农学系
。

自此以后一直从事水稻的栽

培方法及水稻的育种
、

除草和机械插秧等的研

究试验工作
,

他对水稻的研究具有很深的造诣
。

从 1 9 8 2 年起
,

原正市先生连续 8 年
,

先后 15

次来黑龙江省工作
,

共计 8 18 天
,

到过 28 个市

县
。

省内听过他讲课的人近两万人次
,

接受过

他现场指导或与他一起切磋过水稻生产技术的

人就更多 了
。

他理论渊博
,

功底雄厚
,

听过他

讲课或陪他一道工作过的省内专家反映
:

原正

市先生思维活跃
,

治学严谨
,

是难得的好老师
。

他到农村
,

深入 田间
,

与稻农一块劳作
,

满身

泥水
,

又变为一个种稻的
“

老农
” 。

我省种植水

稻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有一个日本水稻

专家原正市
。

原正市先生每次来到我省
,

都忙于奔赴生

产第一线
,

很少在哈尔滨市逗留
,

全部的时间

几乎都是在农村度过的
。

在课堂或 田间传授水

稻早育稀植栽培技术
,

是他在我省的全部生活

内容
。

为了赶农时
,

有时一天需要到好几个县
,

而县与县之间一般相距都较远
,

道路坎坷不平
,

汽车颠簸
,

年轻小伙子有时都感到难 以支持
,

但

原正市先生却从没有流露过承受不住这种苦和

累的情绪
,

每到一处
,

总是那么兴致勃勃
,

精

神抖擞
,

全神贯注地工作
,

凡接触过原正市先

生的人
,

都为他那种吃苦忘我精神所感动
。

与中国农民有着相通的情感

他的足迹遍及

日本水稻专原家正市黑在龙江

黑龙江大地

原正市先生是 日本

北海道黑龙江省科学技

术交流协会理事
,

日本

稻作专 门家
,

现 年 73

岁
,

1 9 5 8年 毕业 于 北

当原正市先生谈起他到中国来指导种水稻

的感受时
,

他说
: “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 1 9 7 9 年
,

应中国农业协会的邀请
,

到辽宁省铁岭考察水

稻
。

当时是早春时节
,

稻田里的水还有冰碴
,

我

光着脚下稻田试一下水温
,

脚上沾了一些泥
,

回

到招待所
,

一位农民端来一盆热水给我洗脚
,

使

我非常感动
,

觉得对一个外国人这么亲切是不

可思议的事
。

当时我就想
,

一定要把种水稻的

技术传授给中国农民
。 ”

他回顾起 19 8 2 年应邀

到黑龙江省海伦县搞水稻试验田的情况时说
:

这年的 4一 9 月份
,

我在海伦县扎音河乡东太

.李耀芳



村种了一块中 日合作试验 田
,

获得亩产 12 0 0

斤
,

还搞了几个小区试验
,

80 %都达到 8 00 斤

以上
,

当年 9 月份由黑龙江省科委主持召开了

鉴定会
,

大家都认为这个产量在黑龙江省是破

纪录的
,

很多人都说我为日中友好做了一件好

事
,

我做梦也没想到会给我作这样的评价
。

当

我们对他来我省传授技术
,

不辞辛苦的精神表

示敬佩时
,

他则以很朴实的话语说
,

我的家庭

是种水稻的
,

我喜欢水稻
,

凡是有水稻的地方

我都愿意去
,

只要水稻能为农民带来好处
,

我

就得到了宽慰
。

他还谈到
,

我到过海伦县一个

很穷的地方
,

我劝他们种水稻
,

并告诉他们怎

样种
,

他们真按我的办法去种了
,

当年果然获

得 了高产
,

农民非常高兴
。

第二年我又去了
,

村

长紧紧握着我的手
,

在场的群众
,

脸上都挂着

笑
,

大家都亲切地围拢来看我
,

表示出一种感

激之情
,

使我很感动
。

我想虽然国度不同
,

但

对水稻获得丰收都有一种共同的欢乐感
。

·

人物千秋
.

民技术员
,

对推动农业科技进步有深远影响
。

为了表彰原正市先生对我省水稻生产发展

所作的贡献
,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授予他黑龙江

省荣誉公民
,

并发给他奖状和证书
。

国家农牧

渔业部还授予他农业国际科技合作奖
,

同时发

给他奖章
、

证书和
“

金牛
” 。

还被推荐参加过国

庆活动
,

受到过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

每次受到

表彰时
,

他总是表示做得还不够
,

今后要为中

日友好
、

为发展中国的水稻生产做出更大的努

力
。

家庭支持他来中国种水稻

辛勤耕耘结硕果

原正市先生来黑龙江指导种水稻至今已 9

个年头了
,

他总是认真负责
,

真心诚意地为我

们的生产建设服务
。

他每次来总是直接深入 田

间地头和农户
,

深入浅出
,

不厌其烦地为农民

讲授水稻栽培技术
。

这项技术在黑龙江省得到

迅速的推广应用
,

改变了黑龙江省水稻生产长

期落后的面貌
,

促进了水稻生产的大发展
,

到

1 9 8 9 年采用这项技术的水稻种植面积 已达 70 0

多万亩
,

约占水稻种植总面积的 70 %
,

平均亩

产从 150 多公斤增加到 350 公斤以上
,

这在我

省农业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

1 9 8 5一 1 9 8 9 年

5 年间
,

累计增加经济效益 16 亿元以上
。

经过

几年推广应用这项技术
,

使一部分自然条件差

的穷县
,

发生了令人瞩 目的变化
,

人均收入得

到成番论倍的增加
,

有的竟然增长了近 10 倍
,

使许多贫困的群众由此脱了贫
。

更有意义的是
,

通过儿年来在广大农村推广这项技术
,

为我省

培养造就了一批热爱科学的基层领导干部和农

原正市先生作为一个高龄的外国专家来黑

龙江省指导种水稻历时 8 00 多天
,

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
。

当人们称赞他真诚的国际合作精神时
,

他总是笑眯眯地说
: “

我有一个好夫人
,

我能坚

持这么多年来中国工作
,

主要是夫人的支持
,

如

果说我的工作有一点成绩的话
,

有一半归于她
。

特别是近年来我夫人身体不好
,

需要人照顾
,

我

到中国来了
,

她生活遇到很多困难
。

同时
,

她

对我这么大年龄到国外工作
,

也很不放心
,

但

当我对她说
,

黑龙江省需要我去时
,

她总是表

示
,

如果你的工作能增加那里农户的收入
,

你

就去吧
。

还有我孩子们的头脑里很有国际意识
,

对我来中国工作
,

他们也非常支持
,

如果孩子

不支持的话
,

也可能就来不成了
。 ”

原正市先生的一点心愿

由于多年的合作
,

原正市先生对发展黑龙

江省的水稻生产怀有一种责任感
。

他曾多次说

过我有一点心愿
,

就是希望在推广旱育稀植栽

培技术时不要走样
,

他说
,

我确信这套技术比

较适合中国的高寒地带
,

但有些地方违背技术

规范
,

不按要求去做
,

技术的作用发挥不出来
,

这是我最苦恼的
。

如苗床的建立不按要求做
,

往

苗床播种的量
,

总 比我要求的多出 40 ~ 50 %
,

甚至一倍
,

种播过密了
,

苗的质量就不好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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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事业在祖国

—
记重庆大学教授陈景秋

. 何才保

联邦德国的大学计分法与众不同
,

虽然也

是 5 级分制
,

但却是以 l 分为最高分
,

依次是

2
、

3
、

4
、

5 分
。

1 9 8 7 年 1 1 月 2 7 日
,

联邦德国

亚深工业大学力学研 究所的答辩委员一致通

过
:

给予中国陈景秋博士 以少有的高分 0
.

7

分
,

并决定向陈景秋颁发了 1 9 09 年由德皇文

教卫大臣批准在亚深工业大学设立的
“

法谢斯

奖章
” 。

这项奖章很少授予外国人
,

迄今为止
,

陈景秋是第三个获得该奖的中国人
。

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
,

德国同事们在陈景

秋的博士帽上贴了一张纸条
:

上写
“

在异邦扬

名而维护了自己 民族尊严的中国人
” 。

一位华侨

见到陈景秋
,

情不自禁地紧紧拥抱他
,

说道
:

“

你为我们中国人争了气 ! ”

亚深工大力学研究所在世 界上负有盛名
,

曾培养出不少著名的科学家
。

著名空气动力学

专家冯
·

卡门曾任该所所长
。

现任所长是德国

豹式坦克装甲主要设计者
、

空气动力学专家约
·

巴尔曼教授
。

1 9 8 3 年 12 月
,

陈景秋刚进研究

所
,

巴尔曼教授就给他一项课题
:

计算冲击载

荷下矩形
—

半圆形弹性板中应力波的传播反

射和聚集的数据
。

在国内学断裂力学的陈景秋对这个课题是

陌生的
,

但他迅速决定
:

不能给祖国丢脸
,

毫

不犹豫地接受下来
。

这个课题非同一般
,

它早

被研究所列 为博士学位研究题目
,

而且一个某

国的博士生已经研究了 刁年
,

尚未获得成果
。

巴尔曼教授把这个难题交给陈景秋
,

是想试一

试他的能力
。

陈景秋有股韧劲
。

他于 19 6 8 年在北京大

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后
,

分配到海港锻炼
,

当过

码头搬运工
,

也当过技工学校和职业大学的教

员
。

1 9 7 8 年他考入重庆大学
,

攻读硕士学位
,

198 1 年留校当助教
、

讲师
。

他是个有勇有谋
,

胆

大心细的青年
。

4 个月里
,

他 日以继夜地研究了

别人经过 4 年未获结果的计算方法
,

分析了那

些方法的缺点
,

最后决定采用一种独特的方法
,

建立独特的数学模型
,

终于算出了令人满意的

结果
。

种情况如果不提醒
、

不纠正
,

就会越来越严重
。

他还说
,

多年的经验
,

凡是我亲自培养的苗都

能达到亩产 1 0 0 0 斤以上
,

完全按我要求做的

也能达到这个产量
,

但是当地人对现在的产量

已很满足了
。

有时我很为难
,

不知说好还是不

说好
,

但我认为还是应该说
,

所以总是对他们

讲
,

不应该满足现在的产量
,

只要你认真按技

术要求去做
,

产量还能提高
。

目前
,

这项技术的推广应用已由黑龙江开

始向中国更多的地区扩展
,

原正市先生虽已年

逾古稀
,

但为了实现他的心愿
,

仍以矫健的步

伐行进在我国
“

三北
”

的大地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