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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农业系统老科技工作者服务三农事迹选编
SHENYANGSHINONGYEXITONGLAOKEJIGONGZUOZHEFUWUSANNONGSHIJIXUANBIAN

有资料显示，沈阳地域离退休老科技人员有十三四万人，其中涉农的占三

分之一左右，有高级以上技术职称的数以千计。这些老科技工作者，离退休之

后，仍壮心不已，心系“三农”，除被单位返聘、依然留岗者外，有的继续伏

案挥笔，著书立说，把自己的知识和科研成果记录下来，留给社会；有的进村

入户，到田间地头，宣传科技知识，讲授科学种田之法；有的和农民结伴，和

农户一起把科研课题变成现实的生产成果；有的自己办起实验示范园或试验基

地，为农户打样示范，做给农民看，引导农民干；有的担任乡、镇科技特派员

或科技顾问，帮助乡镇和农户进行科技规划，施行科技种养。

这些老科技工作者，在岗期间兢兢业业，曾为我市农业生产和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呕心沥血，作出了积极贡献，离岗后，尽管年事已高，却老当益壮，

热情炽烈，愿将余热暖黑土，奉送科技富万家，他们借助各级老科协组织搭建

的平台，积极为全市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献策支招，为农民的增产增收帮忙

出力，他（她）们之中，有把苹果栽培地域向北推进二百公里的沈阳农大老教

授李怀玉；有长年服务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为农民答疑解难的农大老教授吕文

安；有退休后自己办起果园，为农民致富引领方向、提供苗木种子的东陵老科

技工作者赵维明；有全市第一个和李怀玉教授联手栽种寒富苹果的刘涛；有退

休后担任乡科技特派员并把发明的果树环切增产技术传授给果农，使之致富的

园艺师李季春；有发明2QB2精密播种机的高级农机工程师于德元；有年届八

旬犹创业、汗洒农业百科园的新民市老科协会长李守信；有被称为金秋创业领

前言
于占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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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的法库县老科协会长闻德东；有被称为绿色雕塑师的老科技工作者李庆

三；有走百家门答万人问，为农民致富献身心的农艺师李百春。

沈阳市老科协自1982年成立以来，把服务“三农”作为老科协工作的一

个永久课题，积极组织广大老科技工作者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为“三农”服

务。200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以中办发［2005］9号文件转

发了《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人事部、科技

部、劳动保障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科协关于进一步发挥离退休专业技术

人员作用的意见》 的通知，中共沈阳市委、沈阳市人民政府以沈委办发

［2005］ 40号文件转发了《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人事

局、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劳动保障局、市科协关于进一步发挥

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作用的实施意见》，更极大地鼓舞了广大老科技工作者的

热情，他们服务“三农”的渴望更加急切，行动更加自觉，取得的成果更加明

显，事迹更加感人。

由于工作关系，我和这些老科技工作者接触日益增多，我为他们的精神所

感动、所折服，敬仰之情油然而生。我想为他们说点什么，为他们做点什么，

也想让社会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又时逢国庆六十周年，故有了编辑本选集的想

法。我自知水平低，纵然竭尽所能，也难以描述他们的思想和事迹，但如果读

者能从中感悟出百分之一二，也算是我为他们尽了一点心意。他们的精神是可

敬的、他们的成绩是可赞的，可以说，他们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们的事

迹如灿烂的晚霞映红了天空。可谓是：古稀花甲翁，年老更英雄。离岗复奉

献，痴心为三农。情系庄稼院，劲吹科技风。汗洒夕阳路，化作晚霞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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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洒果乡，情系新农村
——记沈阳农业大学教授李怀玉

出生在营口大石桥、成长在冰城哈尔滨的李怀玉教授，自中学时代起，就

立志从事“南果北移”事业。为此，专程报考沈阳农学院园艺专业。毕业后

留校，一直承担“果树遗传育种”教学与“苹果抗寒育种”科研任务。1959
年—1978年，第一轮育成早熟抗寒苹果新品种——沈香，获辽宁省科学大会

重大科技成果奖；1978年—1998年，第二轮育成抗寒优质系列苹果新品种，

其中“宁丰”获国家发明奖，“寒富”被国家科技部列入全国重点推广项目。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第二轮苹果抗寒育种更艰巨的后半部工作，是在她退休后

主动请缨完成的。而且，当新品种育成后，继续从事新品种推广和产业化开

发，至今仍服务在变科研成果为现实生产力的第一线。

退而不休，育成苹果系列新品种

苹果是我国北方重要的落叶果树，但是有百年栽培历史的西洋苹果，几乎

全部都是从国外引入的外来品种。这些外引品种对环境要求严格，仅能在1月

份均温-10℃线以南，占辽宁土地面积21%的地方栽植。为此，自新中国成立

以来，广大果树科技工作者就致力于苹果抗寒育种。但是近半个世纪的努力，

效果并不理想，直到李怀玉教授主持的又一轮杂交育种，刚刚见到了希望，她

退休了。艰巨而繁琐的“苹果杂交育种”工作需要耐得起寂寞、付得起辛苦的

人继续主持。强烈的责任心迫使李怀玉教授难忘“南果北移”的初衷，经过短

暂的思想斗争，她接受了省厅名特优开发服务中心的聘书，并以第一主持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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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与协作单位继续合作，仍然奔波于杂种圃、选种圃与优良品系对比试验基

地，春天冒着寒冷的风沙，夏天顶着灼热的烈日，观察记载，对比取舍。有一

次连续几天过度劳累，中暑休克在田间，课题组成员及果园农工急忙护送她回

房休息，但稍微平稳，她又出现在“优中选优”的科研第一线。

又经过连续三年的品种对比试验，在辽宁省主持的抗寒优质系列苹果新品

种鉴评会上，“宁丰”苹果获得充会肯定，它综合了双亲的优良品特性，并明

显超过了育种目标，连续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发明三等奖。1993年 10
月 11日，《辽宁日报》头版头条以“李怀玉教授冷寒带苹果研究获重大突破”

为题，报道了苹果适宜栽植范围向北推移200公里的消息。同年，李怀玉教授

连续出席了“全国果树品种改良学术研究会”和“国际园艺作物品种改良学术

研讨会”。

惊喜不断，好事连连。在李怀玉教授主持的“苹果抗寒育种”取得突破性

进展后，全国各地兴起了“寒地苹果热”的高潮。她又从品种对比试验基点，

再次筛选出“寒富”苹果新品种，其综合优良性状超过已获国家发明奖的“宁

丰”。1998年通过辽宁省品种审定并获奖，1999年被国家科技部列入全国重点

开发推广项目。新世纪初，又被辽宁省确定为唯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苹果主

栽品种。

示范推广，引导农民栽种苹果发家致富

面对已经载入苹果育种史册的科研成果，李怀玉教授没有将其送入金碧辉

煌的科学殿堂束之高阁，而是遵循“科研要为生产服务”的宗旨，身体力行，

用这些历时 20年精心选育的抗寒优质苹果新品种，为冷凉地区的果农脱贫致

富作贡献。

寒富苹果被列入全国开发推广项目后，当年即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

蒙古组成了“北方四省（区）寒富苹果开发推广协作网”。年逾古稀的李怀玉

教授，忍着腰腿劳损的痛苦，坚持到各基点部署开发任务，总结推广经验。据

统计，截至2008年底，寒富苹果己经在“三北”冷凉地区10多个省份30多个

县（市）辟建寒富苹果示范园300多个，栽植寒富苹果8000多万株，创造效益

40亿元～50亿元。各地都有因栽植寒富苹果而脱贫致富的典范。

地处 1月份气温-12℃线上的大石桥市黄土岭镇果农王崇山老汉，自 1990
年就带头发展寒富苹果，由他的苹果园送选的样品，曾连续三次获辽宁省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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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的金奖和大奖。由远近闻名困难户变成了富裕户，还成了科技示范典型。

家里翻盖了新房，添置了家用电器，父子俩的优质高产寒富苹果园，掀起了大

石桥市发展寒富苹果的高潮。为此，大石桥市曾于 2002年春为李怀玉教授送

上了绣有“科技指导明方向，寒富苹果获大奖”的金匾。

从未栽植过高档苹果的丹东地区东港市农民石永财，1991年自李怀玉教

授处引种寒富系列苹果新品种，由于他管理精心，技术独道，曾连续3年创亩

产超万斤的纪录，《丹东日报》、丹东电视台都曾报道过他的先进事迹。他还将

自家生产的优质寒富苹果以“东岗老石”的品牌，连续三年出口俄罗斯。如

今，七股顶子山头上一排数十间的大瓦房与他的矮化密植苹果园，同样成了脱

贫致富典型的象征。

沈阳地区历来都是优质大苹果的禁栽区，于洪区南园农场和东陵区的得胜

果园，是李怀玉教授主持“苹果抗寒育种”课题时的区域试验基点，因连续

10多年成果显著，从科研试验基点变成推广示范基地，园主刘涛已成为带领

800户果农脱贫致富的“寒富苹果协会”会长，沈阳市、辽宁省劳动模范。正

是这两个基点连续丰产稳产的“奇迹”，鼓舞了主管农业的沈阳市副市长，提

出了“要把沈阳变成寒富苹果之乡”的口号。如今，口号已变成现实，2007
年2月，沈阳市政府召开专题表彰会，李怀玉教授获“科技兴农贡献奖”和5
万元奖金。接着，《沈阳日报》整版发表了“她让沈阳变成苹果之乡”的专题

报道。截至 2008年底，沈阳地区栽植寒富苹果 10.5万亩，已有半数进入丰产

期，产值4亿元，栽种寒富苹果已成为建设新农村的支柱产业。

办班授课，为苹果新区培养技术骨干

为适应开发推广苹果新品种需要，占辽宁省土地面积 79%的北部苹果新

区，每年都举办不同形式的农民技术培训班。李怀玉教授不顾年老体弱，甘冒

风霜，总是有求必应。村会议室、小学教室、农民的坑头，都是她办班讲学的

课堂，有时还要亲临寒地苹果园，现场传授技艺。

寒富系列新品种在辽北试栽成功，山乡果农成群结队到点上取经学艺。消

息传到吉林省柳河县，特产学校派人邀请李教授去开办寒富苹果学习班。李教

授二话不说，带领助手连夜赶到学习班驻地，育人建园，“软硬件”一齐抓。

她任劳任怨，不辞辛苦，把服务范围从辽宁中北部扩展到吉林、黑龙江和内蒙

古。为了满足大西北发展寒富苹果的愿望，她还应邀赴新疆，为天山南北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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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和科技人员传授技艺。

大石桥市和沈阳市东陵区，是列入《辽宁省“十一五”果业发展规划》的

寒富苹果出口基地和果实套袋示范区，李怀玉教授特别重视这两个点的技术培

训。2006年，她协同“东陵区寒富苹果协会”，利用协会的研修基地，举办了

一年制不脱产的寒富苹果培训班，她和沈阳农大教授，运用多媒体讲课，放映

VCD声相教材，培养学生100名，并由区政府有关部门为农民学员发放了培训

结业证。

据不完全统计，李怀玉教授在退休后的18年里，为各市县办培训班200多

次，培训学员近万人；撰写寒富苹果技术讲座和科普文章180篇，编制发放声

像教材（光盘） 2万多，广播电视专题近百期。由她编写的《寒富苹果优质丰

产栽培》，被辽宁省科协列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丛书”，已由辽宁科技出版

社出版发行。2007年9月，“辽宁省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授予李怀玉教授“服

务新农村优秀老科技工作者”称号，奖金 2000元，并在大会上作典型发言。

连续两年，先后被沈阳市政府、辽宁省农委嘉奖，李怀玉教授愿意把政府的奖

金用于寒富苹果的开发推广事业，并立志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再作贡献。

2008年初，李怀玉教授又获得主持由省老科协交付的《寒富苹果早果早丰创

新技术示范推广》项目的机会。

著书立说，创新冷凉地区苹果栽培模式

有了冷凉地区苹果优良品种，还必须具备与优良品种相匹配的栽培技术。

为了确保冷凉地区栽培寒富苹果早果早丰、优质高效，李怀玉教授敢于创新，

与时俱进，在开发推广、传授技术的同时，还不断总结苹果新区果农在生产实

践中创造出来的先进方法。比如：“绿枝嫁接促成育苗法”、“螺旋宝塔形整形

修剪技术”、“四有修剪方法”以及全套的“冷凉地区苹果双矮栽培模式”，这

些在书本上找不到的创新技术，大大地丰富了“苹果栽培的知识宝库”。由她

亲自参与的“寒富苹果优质高效栽培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开发”项目，获辽宁省

2005年度的科技贡献一等奖。

为了总结寒富苹果的育成及其种质创新点，累积“营造寒富苹果之乡”的

实践经验，给苹果新区培训技术骨干提供理论联系实际的教材，李怀玉教授继

主持育成苹果新品种、参与新品种开发推广之后，又组织她的学生，精心编著

了一部集苹果杂交育种、新品种开发推广、苹果生物学基础知识、优质丰产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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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技术、苹果贮藏保鲜与加工为一炉，立足沈阳，面向“三北”冷凉地区，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版《寒富苹果》，2009年1月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9年3月，“沈阳地区寒富苹果矮化栽培模式示范推广”项目，已通过

市科技局组织的专家鉴定。一篇由李怀玉教授署名的“寒富苹果冷凉地区‘双

矮高接’栽培模式”科研论文，也在省级果树刊物付梓刊发。年逾古稀的李怀

玉教授，仍然坚持在“教学科研为生产服务”的第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愿

将余辉洒果乡”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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