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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农业大学作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与农业部省部共建大学、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项目入选高校、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院校，建
校69年来，始终秉承“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加速培养具有突出能力的领军人才。学校通过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创新人才培养和使用机制，汇聚和打造了一支高素质的创新人才队
伍，孵化了大豆精深加工、农用抗生素、功能性饲料等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学校现有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2人，“万人计划”入选者7人，“百
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人,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9人。

十年磨一剑。人才辈出的背后是东北农业大学把人才培养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的决心和远见。近几年，学校在培养人才方面做了以下尝试：
狠抓“优秀人才强校工程”，实施“东农学者计划”，即首席教授、杰出学者、学术骨干、青年才俊等专项人才支持计划。截至目前，累计资助科研基金2377万元，已逐步形成了学校自有人才培养

体系框架和科学高效的金字塔式的人才梯队。创新杰出人才培养机制，打造人才梯队。依托研究平台建设，建立团队人才培养体系。完善杰出人才保障机制，优化人才成长环境。建立了校领导
联系领军人才制度。“十二五”期间，学校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累计投入专项资金8900余万元。

□文/本报记者 王晓平
摄/本报记者 苏 强

在东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张颖教
授可谓荣誉等身，因为她几乎包揽了所有学者在
意的关键称号：入选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
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
家”、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教育
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农业部“农业科
技杰出人才及其创新团队”、“龙江学者”特聘教
授、黑龙江省“长江学者”后备支持计划、全国优
秀教师和国务院特殊津贴。同时还担任国际期刊
Int Agric ＆ Biol. Eng 编委、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政府建议书编撰专家组成员。

这些头衔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意味着非凡的
成就和荣耀，张颖教授当之无愧地摘取这些桂
冠，缘于近年来，她带领团队围绕黑土有机污染
防控与修复领域的一些关键问题开展理论与应
用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国家“863”计划课
题等国家及省部级课题 20余项。累计发表学术
论文 200余篇，其中 SCI收录 60篇，累计影响因
子 161.536。截止 2016 年 6 月他转引次数达到
1053次。独特、前沿的研究领域，不断深入的研
究成果，可望不日实现转化的科技成果，使张颖
成为斩获专利和大奖的“专业户”：获授权发明专
利 7项、实用新型专利 8项、已受理的发明专利 9
项；出版论著 7部；获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一等
奖、国家环保部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等科
研奖励 12项。

2016年 10月，记者来到东北农业大学资源
与环境学院，采访新上任的院长张颖，却遭遇一
连串“没想到”：

没想到张颖的办公室如此简陋，没想到张颖
本人如此年轻、温婉，没想到已经功成名就的张
颖拥有别样的梦想……

初见张颖，不是在臆想中宽敞明亮、汗牛充栋的办公室。经她电话指引，
记者在资源与环境学院二楼走廊里来回寻找，一排高大的仪器发出低沉的
噪音，恒定地刺激着耳膜，一间略嫌昏暗的房间里，十多个年轻人在电脑前
认真地操作，时而讨论着什么。就在记者以为走错地方的时候，一位穿灰色
高领衫、黑白格子裙裤、面孔白皙秀丽的女士应声出来，含笑语：“咱们在这
儿谈吧。”

温婉得像小家碧玉，低调得像邻家姐妹，可就是面前的这位生于 1972年
的哈尔滨女教师无数次在国家、国际级场合“被答辩”、“被考试”时，以霸气
与实力递交完美答卷，斩获无数奖项；也是这位只想“当个好妈妈”的学者，
为了项目，三周内，八次进京，疲累至极，在飞机上聊着天就睡着了。“你怎样
实现这矛盾的统一，走出一条神奇的成功之路？”面对记者的提问，很少接受
采访的张颖时常将求助的眼神望向身边的同事兼团队成员、自己曾经的博
士研究生王蕾和姜昭：“我是这样吗？”“你们看呢？”

在王蕾眼中，张颖老师是女神一样的存在。“老师很忙、很累：工作中，她
是佼佼者，我们都膜拜；生活中，她美丽、优雅，会玩儿、会吃，大部分同学都
品尝过老师的手艺。老师还是我们的知心人，给我们开会，相当于给我们充
电。有一次老师出差在外地，我俩聊了半个小时，聊过之后，我又信心十足、
干劲儿倍增了”。

男老师姜昭则看到了张颖的另一面：“张颖老师身上有老一代学人的严
谨和坚韧，更有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国际范儿’。她对青年学者十分关心，首
先要求大家用正确的方法处理事情，把生活安排好。张老师性格柔和，从来
不对学生发火，她愿意和同学们待在一起，大家也喜欢她，在她的带领下，我
们团队像一个高速运转的陀螺，团结、高效。”

面对学生兼同事的赞誉，张颖却很冷静，自己很幸运，“我只想当个好妈
妈，却获得这么多荣誉。”

在学术界拿奖拿到手软的张颖，提到孩子和家人，心里十分愧疚。儿子
常年跟着姥姥，难得吃上一回妈妈做的饭菜。一转眼，儿子高三了，和年逾八
旬的姥姥住在江北。忙碌之余，张颖会委派朋友领儿子吃顿好的，权作母亲
的一份心意。她说：“我希望当家庭妇女，为家人做顿好饭，照顾好孩子；做了
科研，我感觉并不枯燥，只不过，得到的比预期高得太多，我要更加努力，多
出成果——搞科研，如果不能为社会服务，到老的那一天会感到遗憾。”

现在，张颖正带领她的团队为土地污染修复做着细致的研究，一个优
雅、灵秀的女人怎么会甘愿给土壤做医生？张颖介绍，2006年，她从国外留学
归来，发现国内土壤污染修复有很多空白，“土壤质量决定着粮食安全和食
品安全，土壤污染会影响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而国外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多
研究经验。”张颖毅然决然地开始了拓荒研究：土壤诊断、土壤毒理、土壤修
复技术……踏遍白山黑水取样儿，往返于阿城农场示范基地和哈尔滨的实
验室和课堂，奔波于北京、上海等地的学术交流答辩会……10年下来，张颖
和她的团队已经研发出多种功能性土壤修复技术，将这种多功能土壤修复
制剂投放到土壤中，可以边生产边修复，提升土壤地力，确保土壤健康和可
持续利用。现在，张颖和自己的团队在为这种技术实现产品化一丝不苟地努
力着。

王蕾老师心疼地告诉记者“老师工作起来就像换了一个人，很霸气，也
很拼，总熬夜、久坐，有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她的成就都是一滴一滴的汗水
浇筑出来的！”而张颖的话题则始终离不开工作，“我从来没有感觉自己有什
么不同”，张颖望着对面成排的奖杯谦逊地说着，那么云淡风轻——她没说，
为了工作，自己多少次通宵达旦；她没说，怎样痛下决心，才把年幼的儿子推
给老人；也没说，不会言语的土地，在她心中有着怎样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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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董新英 摄/李天霄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这是入选国家第二批“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
人物付强在采访中提到的一句话。

付强是东北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
得者、龙江学者特聘教授、省农业水土工程重点
学科领军人才梯队带头人，东北农业大学“农业
水土资源高效利用”A+类学科带头人。

付强 1973 年出生，2000 年博士毕业，2002
年，四川大学水利工程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当他
博士后出站，面对留校等多种职业选择时，毅然决
然选择回到家乡，建设母校。2003年，付强30岁，
被聘为教授。回到母校，付强一边任教师，一边担
任行政职务，为了更好地从事专业研究，从 2006
年开始，他辞去行政职务，任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的一名普通教师。现在付强所带领的科研团队成
员近 70人。他为自己确立了到 2020年达到 100
人的科研团队建设目标。现在他的团队成员多为
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具有博士学位30
人，通过长期的学术积累和学科交叉融合，已经发
展成为研究方向明确而有寒区特色、研究队伍知
识结构、年龄结构和学历结构合理而又稳定，研究
成果突出而有影响的创新团队。

团队建设从一而众，付强作为“领头羊”，付
出很多。现在付强不但是黑龙江省农业水土工
程重点学科领军人才梯队带头人和东北农业大
学“农业水土资源高效利用”A+学科创新团队带
头人，还是黑龙江省高校节水农业重点实验室作
物需水信息采集与水资源优化配置方向首席专
家，农业部（区域性）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重点实
验室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理论方法及应用方向
首席专家，黑龙江省“2011计划”黑龙江省粮食
产能提升协同创新中心平台、黑龙江省农业水土
资源高效利用创新平台首席专家。14年的教学

经历，付强讲授的课程包括《水资源规划与评价》《水土保持学》等 10余门课
程，因为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和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吸粉无数，是学生眼中的

“男神”。

立足龙江 科研成果植根黑土地

在付强办公室的窗外，记者看到一个试验场。付强说，这是给学生们做
实验用的，每天都有学生来这里测数据。付强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科研
成果落地生根才能指导实践。付强和他的团队立足龙江，面向寒区农业发
展亟需解决的重点及前沿科学问题，依托农业部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重点
实验室、黑龙江省高效节水农业重点实验室，结合寒区农业发展特点，以区
域农业水土资源系统分析与优化配置、节水灌溉理论与新技术、冻融土壤水
热作用机理及农业水土资源环境效应为研究方向，推出多项研究成果。

科学成果应用于实践，既有科研价值，更具经济价值和社会意义。付强
说，以大气——雪被——冻融土壤系统水热协同效应及能量传递机理研究为
例，摸清大气、雪被、冻融土壤系统水热协同效应及能量传递机理，识别冻融土
壤中水热运移规律及其对土壤墒情的影响，有效缓解春旱，保证作物正常生
长，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实践难题。付强介绍，我省位于我国的东北边
陲，自然资源丰富，土壤肥沃，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春季大风日较
多，冬季漫长而寒冷，是中国最冷的省份。在每年的十月末土壤初冻，十二月
初到三月初为冻深稳定发展期，五月初土壤基本融通，整个冬季都有稳定的雪
被覆盖。目前，“春旱”、“春涝”已经成为影响黑龙江省春季进行农业生产的重
大自然灾害，对作物出苗和幼苗生长造成了严重危害，严重的影响了正常的农
业生产活动。因此，开展大气——雪被——冻融土壤系统水热协同效应及能量
传递机理研究，探求水热能量在大气、雪被和冻融土壤三者之间的传递过程，揭
示大气-雪被-冻融土壤系统融雪水蒸发入渗机理，诊断春季土壤墒情和制定
适宜的农田保墒技术，对于有效缓解“春旱”、“春涝”，保证季节性冻土区春耕、
春播等农事活动的正常进行，实现黑龙江省粮食产能的新突破具有重要的实
践意义，同时，也可为寒区水资源利用及土壤盐碱化、地表水、地下水资源评
价等问题，水土保持，环境保护等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支撑和科学依据。

无畏前行 科研情怀寄托寒地黑土

付强说，下一步，他和他的团队将以寒区为依托，充分加强国内外相关
行业领域内交流与合作，瞄准国际前沿科学问题及寒区农业发展亟须解决
的重点问题，融合不同学科的先进理论、技术与方法，形成多学科交叉、系统
性、综合性地研究农业水土工程学科面临的复杂性问题，力争实现农业水土
工程学科达到国内领先的跨越式发展战略。理论联系实际，将科研成果、农
业生产实际与管理实践有机结合，缓解农业水土资源面临的紧张局面，着力
提高农业生产应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将农业生产实践促进科技发展与
科技进步实现粮食作物的增产增收相结合，着力确保新形势下的国家粮食
安全战略需求。

付强所带领的科研团队，针对黑龙江省农业水土资源开发中存在的利
用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匹配结构不合理等诸多问题，以黑龙江省“八大
经济区、十大工程”建设为导向，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为黑龙江省水
利事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作为高精尖人才，付强选择回到家乡，建设母校。他说，这里就是我的
家，学校里的一草一木都那么熟悉，木材街两侧的树是他上小学的时候亲手
栽的。他说，水利行业发展日新月异，科研成果不断推陈出新，唯有默默坚
守，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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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打造高素质创新人才队伍
我省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专访（五）

□文/本报记者 王晓平
摄/本报记者 王志强

“今天，我在农大成功了，是为了业界前辈的
一个梦，也是实现了组织胚胎学科几辈人的愿望。
对农大来说，这绝非偶然，只是来得迟了一些。”

记者在网上输入“东农刘忠华”，看到的这段
文字恰如其分地折射出刘忠华教授的淡泊笃定和
高瞻远瞩。短发、戴眼镜，语音柔和，思维缜密，这同
他多年与书本、实验室打交道有关。概括来说，刘教
授多年从事哺乳动物胚胎工程研究，主持完成“中
国首例成体体细胞克隆猪”、“中国首例绿色荧光蛋
白转基因克隆猪”，作为主要成员完成“中国首例资
助知识产权体细胞克隆牛研究”，完成“世界首次异
种体细胞克隆大熊猫胚胎在家猫子宫着床研究”等
优异成果。

刘忠华的经历其实很简单：1972年，出生于萧
红的故乡呼兰；1990年，在东北农业大学，陆续取
得本科、硕士、博士学位；1997年，考上博士的同时，
留校任教。

刘忠华很幸运，1994年，读研究生的时候，他
就找到了自己感兴趣并且很有发展空间的学术领
域——“哺乳动物胚胎工程”研究，导师的认可、同
行的支持使他下定决心，矢志不渝。然而，十年后，
一次机遇把他引到一个岔路口——使他在长久思
考之后，作出了终生的职业和研究规划。

2004年，以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完
成第二个博士后之后，留在美国还是回到国内的抉择
使他陷入深思：留在美国，有优渥的生活条件和完备
的科研环境，而国内，在猪胚胎工程方面的研究处在
瓶颈期，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最终，刘忠华拒绝
了美国研究部门抛来的橄榄枝，用他自己的话说，在
国外生活，感觉骨子里不硬气，“从出生到成长，中国
人的烙印已经深入骨髓，自己的根儿在国内，国内有
故乡、亲人和师长、同学，他们了解我的为人和特点，
他们愿意在工作和生活中为我提供暖意和帮助。”

2016年10月8日，记者在东北农大生命科学学院，见到了刚刚入选第二批
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的刘忠华教授。国庆长假刚过，办公室寒意袭人，刘教
授告诉记者一个令人激动的消息：以东北农大为代表的“猪克隆转基因”研究已
经与美国拉平；纯学术方面，已经与世界先进水平齐平。

刘忠华是怎么做到的？
首先，目标明晰，惜时如金。猪胚胎工程基础与应用研究是穷尽一生也未必

能做完的，既然与猪“结缘”，就把一辈子的精力都投入到这个方向。刘忠华从美
国回来，就在东北农业大学筹建专题实验室，制定清晰的五年计划，按部就班地
向目标进发。

早晨6:30从家出发，晚上9：00从办公室回家，中间是实验室和课堂，刘忠华
的生活曲线像康德一样简单、有规律，几乎可以成为时间参照，但他恰恰享受这
种循序渐进地向目标靠近的生活。他要求自己的学生制定周计划，进行周总结，
按照计划稳步推进，他的口头语是“时间花出去，总得换回来点儿什么”。

其次，相信吸引力法则。有一句流行的网络用语“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刘
忠华也靠自己扎实的学风和笃定的为人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回国伊始，创建
实验室，四处“化缘”，国内外的同行、朋友听说了，纷纷竭力相助。

第三、淡泊明志。回国后短短 5年时间内，30刚出头的刘忠华在同龄人
中杀出重围，成为有影响力的人和他人眼中的“前辈”，被聘为国家重点学
科方向负责人，获得了“黑龙江省教育厅新世纪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人
才”、“黑龙江省杰出青年基金”、“龙江学者特聘教授”等学术荣誉，但他依
旧坚持和数目有限的朋友交往，业余爱好只有举哑铃和跑步的恬淡和清
静。2007年，刘忠华被任命为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2008年底，他毅然辞掉
这个职务，专心科研。他还放弃了省外一些高薪聘请，他说：东农是我的母
校，有我成长的印记。

回国 12年间，刘忠华用扎实的脚步留下了一座座里程碑：
2006年10月12日，我国首例采用成体体细胞作为核供体的克隆民猪在哈

尔滨诞生，刘忠华即为项目负责人。他介绍，民猪是分布于我国东北地区的优秀
地方猪种，目前处于濒临灭绝的处境。当时的东北农业大学副校长、现任东北农
业大学校长、畜牧专家包军教授介绍说，此次成体体细胞核移植民猪的诞生为
民猪乃至其他地方优质猪种的遗传资源保护提供有效的手段，也为生产优质性
状家畜提供了最有效的手段。他们“克隆”的民猪与过去克隆猪的不同之处在于
采用的是成体体细胞作为核供体，其核供体细胞取自出生后的民猪仔猪，而我
国在此之前完成的克隆猪核供体细胞则取自于妊娠33天的胎儿，刘忠华教授团
队的工作把中国在该领域提升到了世界同步水平。

2006年12月22日，刘忠华教授团队又成功培育出国内首例绿色荧光蛋白
转基因克隆猪，这是世界上继美国、韩国、日本之后第四例绿色荧光蛋白转基因
猪。该批克隆民猪的出生表明，东北农大动物胚胎工程实验室在克隆猪技术上
已迈上国际先进水平。

经过3年多的研究培育，东北农业大学刘忠华教授科研团队与哈尔滨三元
畜产事业有限公司共同研究的国家863重点项目“体细胞核移植复制进口高品
质种公猪及其生产应用研究”课题取得成功并推向产业化生产。

现在，刘忠华仍在致力于“黑龙江省动物细胞与遗传工程重点实验室”的建
设，他的目标是利用这个平台，组织和网罗更多人才，冲击国家重点实验室。他
也承担着“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试点领域的课题之一——“猪的初始态干
细胞系的建立及多能性调控机制”，作为课题项目负责人，这是刘忠华为我省拿
下的第一个同类项目。

无数小目标的实现最终会促成一项宏伟蓝图。刘忠华就是这样执着地向一
个个目标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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