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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晓风

第十三、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

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王海艳

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政协委员，盱眙县

“同心缘驿站”会长。获“江苏好人”、江苏省

第三届“百佳孝星”等称号。

她是一名普通创业者，却十几年如一日投

身公益事业，活跃在无偿献血、敬老、助残等

公益志愿活动中，捐赠及筹集资金 500 余万元

帮助困难群众，先后获“江苏好人”、江苏省

第三届“百佳孝星”等多项荣誉称号。

她是“同心缘驿站”公益组织当之无愧的

领路人，带领着 156 位志同道合的伙伴，播撒

着爱心。他们悉心照料着 30多位孤寡老人、慷

慨资助 280 余名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担当 5

名特殊人群子女的代理家长……在她的倾心引

领下，爱心汇聚成一个熠熠生辉的“同心圆”。

她深入田间地头听民声、察民情、解民

忧，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130余件。

“我是政协委员王海艳，有事找我！”这句

话，深入人心。

留守儿童的“王妈妈”

关注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是王海艳心头

深深的牵挂。

王海艳常说：“我视留守儿童如己出，即

便我力量微薄如烛光，也要为他们照亮前行之

路，让他们茁壮成长，成为对社会有贡献之

人。”自 2011 年起，13 年来，她如同一位不知

疲倦的光明使者，穿梭于山区学校之间，为留

守儿童和困境儿童送去温暖与希望。

每周周末，王海艳把孩子们接到自家小院

里同吃同住，辅导功课、做手工、学书法，在

思想上引导、心理上开导、情感上疏导他们，

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王海艳的“爱心小

院”里，常常传出欢声笑语，孩子们也亲切地

称她“王妈妈”。

在这条充满爱的征程中，王海艳深知，唯

有 众 志 成 城 ， 才 能 汇 聚 成 璀 璨 星 河 。 于 是 ，

2021 年“同心缘驿站”爱心公益组织应运而

生，短短 4 年已有 156 名志愿者加入。独自守

护孩子的艰辛岁月，渐渐变成志愿者纷至沓来

的热闹场景。

有一个命运坎坷的孩子，在父母双亡后与

伯父伯母相依为命。更不幸的是，甲状腺问题

让孩子的眼球长期突出。为了让孩子重获健

康，王海艳奔波于各大医院，与医学专家恳切

交流。在她的不懈努力下，争取到了“中国狮

子联会南京分会”的资助，孩子得以战胜病

魔、重返校园。

在王海艳的带领下，爱心志愿团队连续 4

年主办或协办“蓓蕾花开——关爱困境儿童”

夏令营活动，深入全县各镇街寻找亟须帮扶的

困境儿童。每期活动时间，既是一年中天气最

热的时候，也是王海艳养牛场工作最繁忙的时

候，但她宁可把养牛工作托付给别人，也要全

程照顾孩子们。

2023年，县政协举办关爱留守儿童“情暖

童心快乐成长”夏令营活动，需要有委员全程

陪护孩子们。王海艳主动报名，白天与孩子们

一起上课，晚上又独自照顾 40个孩子，日夜陪

伴很快和孩子们成了朋友。活动结束后，她又

马不停蹄地筹备夏令营活动，近一个月都没回

家。“当看到孩子们快乐的笑容，做的一切都

值得！”王海艳说道。

“那是我闺女！”

相较于普通老人，农村孤寡老人更需要关

怀和陪伴。13年来，王海艳先后在县内 12所敬

老院，为 30多名孤寡老人提供照顾和服务，她

用自己的善行弘扬着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

美德。

2019年，王海艳和志愿者们自筹资金组织

“万名老人看盱眙”，让全县敬老院老人近距离

感受改革开放 40年来家乡变化。在感受时代脉

搏跳动的同时，老人们也沉浸在这份浓浓的关

爱之中。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王海艳最放心不

下的就是孤寡老人。一次，她发现周边住户有

三位老人没出门，于是逐个敲开老人们的家

门，发现老人都发烧后，又把他们带到医院输

完液后才回家。老人们含着热泪拉住她的双手

说：“疫情形势这么严峻，你还想着我们、照

顾我们。”

在穆店镇敬老院，九十高龄的梁美英老人

一生未育，生活已完全不能自理。然而，王海

艳对她从未有过一丝嫌弃，始终精心照料着

她。老人记忆力严重衰退，常常连自己的年龄都

不记得，但只要提到王海艳，她便会脱口而出：

“那是我闺女！”2020 年 5 月，老人病危之际，王

海艳守在老人床边，陪伴老人度过了生命的最后

时光。

杨步明老人双目失明，在黑暗的世界里孤独

摸索。王海艳十几年如一日地照顾他，时常带着

生活用品去看望。那熟悉的脚步声和问候声，对

于老人来说，就像曙光一样温暖心灵。

为了让孤寡老人住得安心、吃得放心，王海

艳还当起了食品安全“监督员”。每次去敬老院

时，她都会看看敬老院用餐卫生、食品留样等情

况，询问老人的饮食需求，并及时把意见建议反

馈给敬老院。

身处“最后一公里”

2021年，王海艳成为盱眙县政协委员。为了

更好地贴近界别群众，她通过零距离的沟通、面

对面的交流，努力打通服务基层群众的“最后一

公里”。她办公室的门口挂着一块“我是政协委

员王海艳，有事找我”的公示牌，无论谁家遇到

急事难事，她都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今年 2 月，穆店镇桃园村有村民打电话向王

海艳求助。他们居住的老旧小区十几年来一直依

赖瓶装液化气，他们对燃气改造的需求极为迫

切，又不知如何反映。王海艳听闻后，迅速向镇

党委反映情况。在她的推动下，小区燃气改造工

程于 11月圆满完成，家家户户都接上了清洁、高

效、安全、环保的燃气。

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怀揣责任，这样的履职

才能真正贴近民心。王海艳生活在农村、创业在

农村，每天都与农民朋友打交道。她一边为村民

解决眼前的实际困难，一边深入思考乡村振兴进

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粗略算下来，她奔赴 8 个镇

24个村，开展调研多达 80多次。

在穆店镇仁昌村走访时，她发现由于地势原

因，村里的农业灌溉用水问题严重，已成为制约

农业生产的关键难题，不仅导致部分村民种地艰

难，土地流转也因此受阻。“群众对水的问题忧

心忡忡，水对于农业种植来说至关重要……”了

解到群众因水而困后，王海艳联合其他委员多次

前往现场勘查，经过深入研究，形成了 《仁昌村

农田取水难》 的社情民意信息，并提出申请高标

准农田建设、建立配套基站等建议。穆店镇党委

采纳了建议并主动向上级争取支持，打造高标准

农田规划项目，仁昌村“取水难”的问题即将从

根本上得到解决。

三年多来，王海艳还提交了 《群众急盼拓宽

穆山路》《关注农村儿童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

于推进肉牛养殖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等

多件社情民意信息和提案，其中多件被县农业农

村局、住建局等部门采纳，已转化为具体的工作

措施。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作为一名基层

政协委员，我将牢记履职为民宗旨，积极为群众

‘代言’，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

事，让‘同心缘’凝聚成‘同心圆’。”王海艳的

话语坚定自豪、充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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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练的短发，亲切的笑容，还是熟悉的那

个曹晓风。她的面容里透露着一丝疲惫——这

几个月，曹晓风一直奔波于全国各地查看田菁

生长情况。而一直以来，她都用自己的智慧和

汗水，为中国饲草高质量发展砥砺前行。

“我们今年种田菁终于看到了希望。”曹晓

风掰起指头算着账，“今年我们在吉林省洮南

市田菁示范田种了 240 亩田菁，一亩地总投资

500 元到 600 元，按一亩地 2 吨鲜草或 0.4 吨干

草的产量计算，每亩地的收入能够从零收益增

长到 500 元左右，效益非常不错！”

此前，这片示范田种植过很多作物都没有

收获。如今，“中科菁 6 号”不仅种植成功，

还获评“2024 中国种子大会张家口青贮玉米

种业展示会核心展示区推荐品种”。

做好人生中的每一次选择

“如果回到 25 岁，要重新选择一个研究方

向，您会做何选择？”

在 2023 年 11 月举办的世界科学家“她”

论坛上，当主持人问到曹晓风这个问题，她是

这样回答的：“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次的话，

我愿意打开更多视角，更多地去关注植物如何

与土壤互作、植物如何感知外界光温变化以适

应各种环境……而不是仅仅关注植物遗传学与

生物化学。”

谈及选择，曹晓风说：“我们要做好人生

中的每一次选择。”而曹晓风的第一次人生选

择，是“我要学什么”。

1984 年，曹晓风顺利考入北京大学生物

系，然而不久她便发现，自己实在不擅长做动

物实验。她说：“我拿着蛤蟆手就抖。比起动

物学方向，或许我更适合植物研究。”正因如

此，在本科毕业时，曹晓风毅然决然放弃了当

时的研究方向，前往闫隆飞先生的实验室，从

事分子生物学方向的研究。

事实证明，曹晓风的选择是正确的，她在

分子生物学方向表现出极大的天赋，更加明确

了自己今后的人生方向。

1995 年，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曹

晓风，得到公派留学机会，去英国约翰·英纳

斯中心做访问学者研究。

一年访学期即将结束，回国还是留在国

外？曹晓风面临选择。

当时，选择继续留在国外的访问学者并不

在少数。“可内心的原则告诉我，作为国家公

派留学，理应报效祖国。”于是公派结束后，

曹晓风毅然回到了祖国，开展了科研探索。

1999 年 起 ， 曹 晓 风 深 耕 表 观 遗 传 学 领

域，她受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助理研

究员后，通过这一平台，逐渐在美国科研界崭

露头角：与 Steven Jacbosen 研究员一起研究

DNA 甲基化产生、维持和重新建立甲基化的

分子机理，在《Science》《PNAS》《Current Biol-

ogy》等学术刊物上相继发表 12 篇 DNA 甲基化

相关论文。

留下还是回国，选择再次来临。

如果留在国外发展，或许前途一片顺遂。

但在出国访问、求学的多年间，曹晓风清醒地

意 识 到 ，“ 虽 然 科 学 无 国 界 ， 但 科 学 家 有 祖

国。”又一次，曹晓风回到了祖国。

然而，回国后曹晓风却没有选择进入擅长

的 DNA 甲基化领域，而是转向了当时在我国

才刚刚起步的组蛋白甲基化和小分子 RNA 研

究领域。随后，她结合国内实际情况，以拟南

芥和水稻为材料，开创性地解析了植物组蛋白

甲基化和小分子 RNA 对植物生长发育的作用

和调控机理，奠定了我国在国际植物表观遗传

学研究领域的坚实基础。

问题来了，为什么一位成果丰硕的植物表

观遗传学工作者，会选择开拓一个全新的研究

领域呢？

科研创新要永葆探究欲和好奇心

“10 年前，我们研究所的李振声院士给我

提 了 一 个 建 议 ：‘ 能 不 能 考 虑 研 究 东 北 的 碱

土，如果能够把这样的土地改造好，对于保障

我们国家粮食安全会有很好的效果。’”正是

在李振声院士的指引下，曹晓风开始意识到，

在碱地上种东西，国外基本不研究，因为发达

国 家 没 有 这 方 面 的 需 求 。“ 没 人 做 ， 能 不 能

做？”也就是从那时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

想法在曹晓风的心里深深扎下了根。她暗下决

心：一定要“啃下”盐碱地改良这块“硬骨

头”！

于 是 ， 曹 晓 风 踏 上 了 “ 啃 硬 骨 头 ” 的

征程。

“硬骨头”要怎么啃？抱着对未知科学领

域一探究竟的想法，曹晓风带领科研团队开始

了漫长而枯燥的筛选耐盐碱植物工作。经过与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等单位的合作，曹晓风团

队用了几年的时间，将 800 余份植物种质，在

重度盐碱地的大田里依次种下。轮番试验筛选

下，绿肥田菁脱颖而出。盐碱地排水能力差，

经常雨涝积水，但田菁在涝地里泡一个月，仍

然生长得很好。

曹晓风边介绍，边给记者找出了田菁图

片，“你看，这绿油油，盛开着黄色花朵的就

是田菁，它是一种自然生长在热带地区和沿海

的耐盐碱、耐酸、耐涝、耐旱的豆科植物，是

我国常用的一种绿肥。田菁种下去以后，可以

通过根瘤菌进行固氮，所以对土壤的改良有很

大的帮助。”照片上，只见郁郁葱葱、绿浪滚

滚的田菁地长势整齐、枝叶繁茂。

“近年来，我国大豆严重依赖进口。分析

深层原因，本质在于我国耕地不足和饲草不

足。我想从盐碱地改良利用、草牧业发展等角

度，谈谈对于我国种业创新政策的几点看法和

建议。”3 月 25 日上午，在全国政协“建立健

全种业政策支持体系”双周协商座谈会上，曹

晓风言简意赅地将自己的实践与思考浓缩进了

一个 5 分钟的发言。

盐碱地是我国重要的后备耕地资源，然而

盐碱地的开发利用一直是世界性难题。再加上

我国西北内陆、东部沿海、东北和青藏高原等

地的盐碱地成因、程度各不相同，无疑对科研

攻关提出了更高要求。

这“5 分钟”背后，是曹晓风推动科研成

果精准落地的探索实践。

为选育出生产效益更高的田菁品种，数年

间曹晓风奔赴海南、东北、山东、新疆等地，

不懈进行着盐碱地生物改良，希望通过努力让

荒地变成沃土，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驾护航。

2021 年起，曹晓风带领科研团队与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合作，将

来自海南、广东、云南、福建等省，以及巴基

斯坦、刚果 （布） 等国家的 400 余份田菁种质

资源，在海南三亚开始了试验性种植；同一

年，曹晓风又将优选出的田菁种质带到黑龙

江、吉林、山东、内蒙古、新疆等地的盐碱地

进行试种。多年育种研发，曹晓风团队成功选

育耐盐碱、高产新品系“中科菁”系列。“中

科菁 1 号”耐盐碱、耐涝性突出，配套曹晓风

团队合作研发的包衣剂、固氮菌剂、除草剂等

丰 产 栽 培 技 术 ， 在 pH9 以 上 的 苏 打 盐 碱 地 ，

可较好生长，具有植株高大、分枝多、产草量

高、蛋白含量高的特性，是新型高蛋白优质饲

草的“潜力股”。

谈及未来发展，曹晓风说：“我国盐碱地

约 15 亿亩，其中具有开发利用潜力的约 5 亿

亩。如何让荒土变沃土，是一直萦绕在我脑海

中的大事，也是要事。”为此，曹晓风等科学

家提出改良与利用理念：植物先行、改土为

基、水分保障、微生物调控、植物-土壤-微

生物生态系统集成。“我们的方案是希望通过

种植适宜边际土地的饲草来改善土壤，通过种

养结合使农民增收，实现地力提升和农业可持

续发展的目标。”曹晓风如是说。

如今，在曹晓风团队及其合作伙伴的努力

下，其良种与良法配套同行的田菁种植遍及祖

国大地：

在大庆地区松嫩平原，盐碱化草原羊草-

田菁混播改良技术可使土壤理化性质显著改

善、有机质显著提升，生产力提高超 50%；

在通辽市试验田，田菁-玉米间作模式能

够改善土壤结构和肥力，提升农田生态效益和

经济效益；

在新疆，许多养羊户过去种完小麦后地

就闲置了，如今摸索养殖场与小麦-田菁轮

作 模 式 ， 6 月 播 种 以 来，现在田菁已有两米

多高了……

曹晓风透露，未来，她和她的团队将利用

田菁进一步研究植物与环境互作的科学问题，

尝试解开田菁适应复杂的逆境、并在其中生长

的奥秘；探索利用田菁的耐逆基因提高大豆苜

蓿的耐逆性；研究如何将合适的野生资源驯化

为新型作物、新型饲草……

“我希望有更多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共同研

究田菁，为盐碱地的绿色治理献计献策。”曹

晓风说。

履职从未止步，探索从未停止

如今，在这条充满挑战与希望的道路上，

曹晓风团队以坚韧不拔的科研精神，为全方位

夯实大粮食安全根基攻坚克难，实现“粮安天

下”的美好愿景。

但曹晓风深知，实现这个美好愿景，仅靠

一个团队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些年来，她

充分利用全国政协的协商议政平台积极建言献

策，以求在更高层面、更广范围去推动。

“2022 年 3 月 6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北京友谊宾馆，看望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

会保障界委员。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谈的

是‘底气’‘底线’‘托底’。”曹晓风回忆道，

“作为连任两届的委员，我更应该沉下身去、

走遍乡野、深入群众，进行实际调查研究，不

断提升自身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交出一份亮

眼的履职答卷。”

“秸秆还田在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

染等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完全禁烧也

会导致一些农作物病虫害加重、农药使用量增

加等问题，亟须引起重视。”

“种业科技包括良种、良田和良法的综合

研发和利用。我国在作物产量、品质、抗逆等

重要性状形成分子机制方面的研究已达到国际

一流水平，但仅有优良种子是不够的，还需要

良田的承载和良法的支撑。”

“科学有效开发黄河滩地和滨海盐碱地、

东北苏打盐碱地和西北内陆盐碱地，构建边

际土地牧草种植技术模式，可以为我国开展

大面积边际土地改造提供示范，逐步在保障

粮食安全用地的基础上，拓宽牧草种植用地

空间。”

“近几年，国际基因编辑技术应用快速发

展。日本、阿根廷、巴西、美国、英国等多个

国家有一些产品获得商业化批准。这些应用态

势充分证实了基因编辑技术具有引领农业育种

发生颠覆性变革的潜力。应尽早正式发布基因

编辑动物安全评价指南，并制定和发布农业用

基因编辑动物的评审细则，让基因编辑动物的

研发单位对产业化路径能有清晰的预期。”

……

这些都是曹晓风这些年来基于自身专业通

过政协提出的建议。

履职之余，曹晓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

行着对科研的热爱。作为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

会副会长，她始终清楚自己身上的职责。10

多年来，曹晓风一直致力于为女性科技人才的

发展发声。她说：“一个好的组织就相当于娘

家，给我们女科技工作者做后盾，从而让更多

年轻女性能够有很好的发展机会。”

曹晓风介绍：“2013 年，我们在中国植物

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成立了女科学家分

会，每年组织一次学术年会，而成立这个分会

的原因，就是希望大型学术会议能够进一步向

女性科学家敞开大门。”

同样，为中小学生做科普也是曹晓风坚持

多年的事情。11 月 6 日，曹晓风走进湖南长沙

县第一中学；11 月 10 日，她走进湖南长沙岳

麓区第一小学，开展“科学与中国”长沙行暨

中国遗传学学会科学之旅——“遗传学与我

们”科普活动。她用亲身经历向师生们展示了

科学在改善生态环境中的重要作用，她坚持

“从 0 到 1”做科研的创新精神和敢于突破自

我、持之以恒的勇气，为孩子们开启了一场盛

大的科普视听盛宴……曹晓风说：“做这些，

都是我的职责所在。我做得还不够，还需要做

更多。”

如今，59 岁的曹晓风仍旧在科研一线探

索着、耕耘着、收获着。

在 荒 地 中 收 获 丰 饶
—记全国政协委员曹晓风

本报记者 李元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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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晓风在吉林省洮南市“光伏+田菁”盐碱地盐碱示范田。 冯丽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