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拳拳寸草心 殷殷报国情
——读钟兆云《奔跑的中国草》

□ 钟 芳

“你不是田间的野草，你是新时代滋
养的大树。”《奔跑的中国草》是一部全
面介绍国家菌草技术和其发明人林占熺
的科学家传记类文学作品。作者钟兆云
在大量采访的基础上诚恳写作，以严
谨、客观、生动的原则，讲述科技中国
草在世界奔跑、造福人类的故事，并对
林占熺的成长经历和科研历程做了全方
位的深入解读，热情讴歌其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科技报国的典范事迹，读来
感人肺腑。

林占熺被誉为“世界菌草之父”，现
任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
任、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等

职。菌草技术是他于 1987年发明、一种
“以草代木”的中国特有的技术，该技术
实现了光、热、水三大农业资源综合高
效利用，植物、动物、菌物三物循环生
产，经济、社会、环境三大效益结合，
有利于生态、粮食、能源安全。

这一技术问世已推广至全球一百多
个国家，在消除贫困、促进就业、可再
生资源利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曾
授予中国菌草技术“世界生态安全奖”。
该书以他的人生经历和科研经历为主
线，真实再现了中国在农业科技方面取
得的进步。

1971年，大学毕业后的林占熺被选
调到全国著名的福建省三明地区真菌实
验站，从事食用菌研发和生产工作。彼
时，椴木栽培食用菌被视为先进技术从
日本引进，只要树段上种下菌种，半年
后即有收成。在推广该技术的过程中，
林占熺通过大量地查阅资料，惊奇地发
现，农民们为了种菌，会毁掉大片的树
林，全国仅香菇一项，年消耗木材就达
700万立方米，而福建省栽培香菇一年砍
伐木材也达100万立方米。

这种“菌林矛盾”,促使他想到了
“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的方法。但限于
当时的技术条件，这一想法还只是停留
在林占熺的理论设想阶段，而真正触发
他投身菌草技术研发的诱因，却是缘于
1983 年的一次外出考察学习中。那年，
40岁的林占熺跟随福建省科技扶贫考察
团一行，来到了著名的革命老区闽西长

汀县，当他亲眼看到当地山丘荒秃、耕
地沙化严重，导致百姓生活十分疾苦
时，内心深受震动。

随后，他通过不断地调研发现，造
成这一系列生态恶化的根源，是地表植
被被破坏后产生的恶性循环，而作为一
名农业科技工作者，林占熺觉得自己有
责任治理好生态恶化问题，帮助当地农
民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致
富梦想。

全书用声情并茂的语言，热切讲述
了林占熺由一名穷山沟里的山里娃，在
党的关怀哺育下，从普通的农技员迅速
成长为林业科学家的精神蜕变过程。热
情赞誉了他肩负时代使命，不负祖国和
人民重托，不求闻达，潜心钻研，终于
研制出菌草技术的传奇经历。

作者在展现其爱国、创新、求实、
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之同
时，善于借助人物间的相互对白，有力
地烘托出林占熺公而忘私、勇于拼搏的
优秀品质。

如项目启动之初，妻子一次直通通
地问他：“你真的不怕失败吗，你想过失
败没有？”林占熺竟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我没想过，想的就是取得成功。历史上
有成千上万人为了国家和民族连命都不
在乎，我又怕什么失败呢！”掷地有声的
话语，鲜明地展现出林占熺位卑未敢忘
忧国的精神境界。

即便在他最为艰难、研发过程一直
未见林业产出的时刻，林占熺也始终没
有放弃“以草代木”的学术追求，而面

对众多亲朋好友的不理解，他总是耐心
地劝导他们：“这个事情没错，不管再
难，只要思路和目标正确，一百次挫
折、一百个问号之后，可能就成功了。”
简朴的话语，生动映射出林占熺敢为人
先的奋斗品质。

而当我们品读到：“昭君呀，如果人
生要真有意义的话，我这辈子就为此而
来，天都让我姓林呢！”这样深情的与妻
告白时，不禁为林占熺崇高的奉献精神
所感动，一个科技尖兵勇于担当的高尚
情操也跃然纸上。

而这些生活化的语言，亦深刻地彰
显出林占熺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可贵的精
神品质。

特别是当他用家乡的芒萁和斑芒、
五节芒、类芦等多年生草本植物，研发
成功菌草技术，不仅使贫困山区的人民
脱了贫、致了富，而且，还造福亚非拉
等兄弟国家的人民，使他们由此也过上
了幸福快乐的新生活，真正体现了菌草
技术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宏大主旨。

《奔跑的中国草》展示了林占熺深厚
的家国情怀，并用雄辩的事实告诉人
们，“中国草”不仅将进一步巩固拓展脱
贫成果，在乡村振兴上发挥积极作用，
它还将为世界各地的扶贫减贫事业提供
更多的科学依据和力量。

留出时间为读书
□ 管淑平

在我小小的卧室里，书籍是不能少
的。不论是窗台上，还是书桌上，以及
床边的案几，都有书的影子，书籍并不
多，三五本一叠地放着，甚至在枕头的
一侧，也有一些书籍。陋室之中，书香
萦绕，便觉不俗。

夜深人静时，捧着一本书，翻翻看
看，是我平日里的自我“充电”的方
式。额头的荧光灯打在书页上，那些文
字也有了光影。

纸页的质感与电子书的只能浏览大
为不同，翻书时，手指的感官也变得敏
锐。而浏览电子书时，阅读更便捷，但
却少了实在的触感，似乎是“可望而不
可即”。

有时，我在房间里看着那些整齐排
列的书本，欣喜之余又感到惊讶：没想
到，我已经看过了这么多的书！熟悉不
过的油墨气息，翻开书页时的悦耳的声
音，手指触摸着柔软细腻的纸张，眼睛
在那一行行印着密密麻麻的整齐的文字
中，获取着丰富的文化知识。心情愉悦
的时候，有它们相伴；心情沮丧的时

候，也是它们陪伴着我，仿佛是我们一
同渡过了艰难的日子。

书籍不单单是书籍，更像是我的一
位朋友，甚至比朋友更贴心。有它们的
陪伴，我就不孤单，心头就是充实的。

生活给予了我们平凡与忙碌，在工
作与家庭简单的两点一线的模式中，偶
尔也不免觉得有些枯燥和单调。迷茫
中，我在房间里发现了我的记录本，上
面摘录的是我喜欢的一些诗歌。翻开前
几页，本想着打发时间，可是读着自己
曾经用心摘要的诗句时，我发现自己又
重拾了读书时的快乐。

一首诗并不仅仅是文字，更是诗
人、朝代、心境、情怀的种种记录。包
罗万象中蕴含着春夏秋冬四季，横跨着
绵延千里的地理风景，清词丽句中，可
以隐隐望见千百年前诗人们的样子。

闲暇时，读与历史有关的书籍，心
头总能受到一种震撼。在同一个时代，
不同的地域，竟然有着这么多的事件发
生，放置于现代，几乎每一个事件都是
一步刀光剑影的古装大片。

就拿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 来
说，这本书被人们称之为信史，无数金
陵帝王家因它而流芳百世。其中的“鸿
门宴”“完璧归赵”“荆轲刺秦”“田忌赛
马”等诸多人们熟知的历史上有名的史
实典故都在其中。

而通读史书，我们不仅能了解历史
上的重大事件，更能在王朝的更迭中总
结经验与教训。

读书，能给人以精神的力量。宋代
皇帝赵恒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
有颜如玉”，更能说明读书的收获。古代
的物质条件十分有限，比较落后，那时
的读书，通常也只有贵族子弟才能享
有，对于普通的百姓家，也只能奢望。

在当今，我们可以理解成，读书就
是接受教育，通过读书，我们可以掌握
实实在在的技能。但是，读书并不仅限
于能够获得一技之长，更在于内在的积
淀与丰富。

读书的人，举手投足之间能够看见
涵养与气质，仿佛他们生来就带着一种
宏大的无形的“场”，不论是做人处事、

还是待人接物，他们的心头都有着一套
严谨而规范、不偏不倚的自我准则。

工作后，我所阅读的大多的书籍其
实都是和医学有关。读《本经》《本草纲
目》《滇南本草》等书，那些朴素而亲切
的中草药，顿时在眼前鲜活起来。每一
株植物、每一种动物，甚至我们平时忽
略的一些草木，在紧要关头都是可以起
到致命救人的作用的。

读书，常读常新，仿佛是那些微小
的文字、微小的草木给予了我生活的源
头活水。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读书的时光是
弥足珍贵的。在每天的奔波和忙碌外，
我们应留出一定的时间交给读书，让我
们的心性可以有慢慢沉淀的间隙，让我
们的思绪得到足以平静的时间。在阅读
中，我们要保持冷静与理性，并朝着自
己期待的方向，缓缓发力。

江西省赣州市家居小镇，坐落在南康
区城北。当地人说，美丽的家居小镇，是
这座城市的后花园之一。旅游从业者则
告诉我们，家居小镇是城市文化旅游与特
色产业融合的典范。

南康区的特色产业，是家居产业。家
居小镇，则是国家级4A级景区。所以，这
座小镇既是休闲旅行好去处，也是城市产
业科普示范的好地方。这天，我们来到小
镇，见周边视野开阔、风光怡人。

雕塑，是工匠精神的诠释。进入小
镇，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鲁班广场。在广场
的中央，有一座雕刻精美的鲁班雕像。它
的双目炯炯有神，面容端庄肃穆，他站在
高处，欢迎天下来宾。而我们，则从中感
受到了小镇浓厚的工匠氛围。

鲁班广场后方，是壮美的家居景观
桥，它如同一道长虹横卧在章江之上。
章江，是小城的母亲河，它一路向北，在
下游中心城区与贡江汇合成江西的母亲
河——赣江。

桥面并非久留之处，但每一位经过景
观桥的游客，都像我们一样，忍不住多看
上几眼美丽的章江。这条小河，犹如一条
玉带，缠绕在小城之上，令这座小城更显
风姿绰约。这一泓碧水静静流淌、碧波荡
漾，让这座迷人小镇更加楚楚动人。

走过景观桥，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开阔
的广场。广场名称契合小城的产业文化，
被命名为“家居广场”。分布在广场两侧
的家居博览中心与家居会展中心，外观精
巧别致，具有现代化艺术风格，与景观湖
对岸的孵化大楼遥相呼应。顾名思义，博
览中心与会展中心，是小城家居文化和成
果的集中展示。

进入馆内，讲解员姑娘为我们详细
介绍小城家居产业的发展历史与骄人成
绩。一边聆听，一边欣赏着巧夺天工的
家居产品，我们不由得为小城的产业发
展而赞叹。讲解员姑娘笑得很甜，我们
打趣地说：“您笑起来，就像花儿一样。”
姑娘告诉我们，天气渐暖，小镇的花海的
确开了。

于是，我们继续深入小镇。在小镇中
央，有一片 300多亩的景观湖。它像一块
无瑕的翡翠。小镇主体建筑，都围绕着景
观湖布局。那些建筑中，有不同朝代的仿
古建筑，也有极具赣南客家特色的民居。
这些建筑美轮美奂又风情万种，吸引着世
界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

在众多建筑中，“九井十八厅”庭院令
我印象深刻。大伙儿颇为好奇：九井十八
厅屋檐高高翘起，与传统徽派建筑有些相
似。或许是看出了我们心中疑惑，讲解
员耐心解释：眼前这栋九井十八厅，是
参照赣州市风岗镇大塘村的董氏祠堂建
造的。

之所以与徽派建筑相似，是因为客家
先人们移居赣南后，在兴建民居时，建筑
形制既保留了北方建筑特色，又顺应了南
方的气候和地理环境特征。这充分体现
了先民们因地制宜的智慧。我们不由得
惊叹：这些传统建筑，将匠心精神完美展
现了出来。

穿过传统民居建筑，宏伟壮观的孵化
大楼便伫立在我们眼前。这组大楼，被设
计成三枚“初生蛋”造型。“初生蛋”具有孵
化新生命的寓意，所以，这别具匠心的孵
化大楼，饱含了人们对于开创家居产业美
好明天的愿景。游客们纷纷认为：孵化大

楼是小镇景观中的“点睛之笔”。
走过孵化大楼，便是美丽缤纷的花

海。阳光挥洒在小镇的每个角落，在小镇
花海里，彩蝶纷飞、蜜蜂起舞，格桑花、向
日葵、柳叶马鞭草等花儿竞相绽放、争奇
斗艳。鲜艳夺目的花海、沁人心脾的芳
香，让小镇更加绚烂迷人。我们穿梭在
花海中的景观小道上，沉醉在这美好的
景致里。

我相信，任何一位来到小镇的游客，
都会被这美景所陶醉。可我觉得，小镇的
美不仅是外在的，更是内在的。在我看
来，家居小镇本身就是一座精美的艺术

品。游览小镇，可以欣赏美景，可以加深
对家居文化的了解，更能够感受到人们对
于匠心精神的不懈追求。

还没玩得尽兴，天色已暗了下来。夕
阳洒落在小镇的湖面上，华灯初上，那是
小镇的艺术之光。我们相信，不久之后，
这座城市的家居产业，也会像小镇的花儿
一样，开得更加灿烂。

花开小镇
□ 邱俊霖

和儿子做同学
□ 黄淑芬

大白天，这个声音又出现了：
“滴……答……滴……答……”，
明人都不用侧耳倾听，耳廓就把
这声音捕捉到了，并迅即传送到
了鼓膜和中耳，在内耳十分清晰
地响起。他连忙让老母亲过来听
听。这一次，他端来了小板凳，让
老母亲坐着，仔细倾听。还特意
模拟着这声音，启发老母亲。好
半天，老母亲摇摇头，她依然什么
都没听见。八十多岁了，老母亲
已有些老年性耳聋，明人叹口气，
连忙按了门禁对讲机，请大堂值
班的物业人员，上来一听。

一米八高的小伙子很快上来
了。他有些艰难地蹲下肥胖的身
子，脑袋几乎贴到墙根了，闭眼聆
听半晌。这正月天里，他的汗滴
在额头上沁出来。那声音，明人
站得一米远，都声声入耳。即便
如此，小伙子还是撑起身子，一脸
懵逼，表示根本没听到墙内有什
么声音。

这已是第二次了。上次，是
好几天前，他先是引老母亲来听，
老母亲眨巴眨巴了双眼，毫无收
获的表现。后来叫了个物业值班
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刘阿姨，细长
的个儿，眼睛常眯着，眼角和嘴角
时常堆着笑。明人让她在门后这
个部位倾听，她屏气凝神地听了
几分钟，不好意思地说，她真没听
到什么，那口吻，这仿佛是她的过
错。明人不可思议，这滴答滴答
的声音，虽然是拖长了的节奏，不
过，分明是存在的，怎么他们就听
不见呢。

刘阿姨热心，说楼下原先的
租客早就搬走了，业主委托物业
出借的新租客，还没有签约，不妨
下楼去察看一下。

明人跟随刘阿姨去了。在家
里发出声响的相应部位，徒有粉
白的墙壁，周边也什么都没有。
这段时间压根没有人住，连空调，
风扇，自来水什么的，都无打开的
痕迹。显然，这声音的出处，与楼
下无关。

明人悻悻然。谢了刘阿姨。
无奈地上楼了。

可是，每到深夜，夜阑俱寂，
那声音就清晣地响起：“滴……
答……滴……答……”响得不依
不饶，响得富有节奏，敲打着明
人的耳膜，明人根本无法入睡。

一些平常的忧心事，似乎乘
机也涌上了心口，让他烦躁不安，
让他翻来覆去，让他几次爬起身
来，又无可奈何。

那声音究竟从何而来？他谛
听良久，作过好多推测。可能是
热胀冷缩的关系，墙内的什么木
板，在冷缩时发出的声音。也可
能是蟑螂之类的虫类，在里面日
夜颠倒地活动。声音常在深夜响
起，白天一般是在上午，偶尔才想
起。当然，他也想过是不是有自
来水管经过，与物业那位胖小伙
探讨，被他否决了，自来水管怎么
会从卧室的门后墙壁穿越呢？

小伙子临走时，虽然仍未听
到明人反复描述的那声音，但还
算善解人意地说，如果要找出原
因，恐怕要把墙壁和地板撬开了。

这当然是一种办法，不过，太
大动干戈，有点折腾，明人也没有
立即应声。

这声音，还是吵人。时间拖
到早春二月了，明人老睡不好觉，
两眼都成熊猫眼了。

他每晚试着塞了棉花在耳朵
里，才昏然入睡，但睡得很浅，稍
一醒，那声音仍然执着地直往耳
朵钻，他硬闭着眼，但始终处于半
梦半醒之间。

他扛不住了，去医院配了
药。医生熟识，对他说，给他配的
是好药，一定能睡个好觉。也真
是奇了怪了，他后半夜解了个手，
竟又睡不着了。那声音像发电报
似的，快节奏地响着：答答答，答
答答……每一声都敲打着他，他
又被敲打得睡不安稳了。

再看刘阿姨，胖小伙子，还有
其他物业人员，看自己的眼神，都
有些怪怪的。他似乎听见他们耳
语道：“这人，是不是，神经过敏？”

倒是老母亲还体贴他，说：
“要不我们换房间睡？”

这也费周折，何况老母亲体
弱多病，习惯了自己的卧房，换了
房间，恐怕会不适应。

他摇头否决了。就这么忍着
吧。人生不就是一个忍字了得？

又过了不久，天气暖和些了，
他突然发现那声音消失有一段时
间了。

他左思右想，忽然明白了，墙
那段有暖气片，有一截连着的水
管，在墙内由墙角上方贯穿而过，
那声音，绝对是这水管发出的滴
水声，因为，这段时间，他没再用
暖气。

终于找到症结了。他心中舒
了口气。

但他也不想跟谁说这事。他
不想让那些人把自己这个大男
人，视为神经兮兮的人。

半夜滴答声
□ 安 谅

儿子今年读五年级，数学考
试经常不及格。每次数学老师在
班级群里发测验成绩，我就心慌，
既想点开来看，又怕自己玻璃心，
但最后还是鼓起勇气点开来看，
熟门熟路找到他名字的那一栏。
红色的分数，常常让我难以相信，
在心里问一连串的为什么？为什
么都是一样的学习，儿子的数学
成绩与同学的成绩差距这么大。

抱着许多疑问，我联系了儿
子的数学老师，连问了几个为什
么？数学老师说他上课不认真
听，课后不背概念也不去消化概
念，而且还很粗心……那还有办
法挽救吗？我焦急地问老师，老
师说放学回家了家长也要辅导
一下。

辅导儿子的数学，我有些犯
难，因为我已经有 20多年没有摸
过课本了，而且现在的数学跟过
去的不一样了，现在的数学难度
增加了很多，小学已经有解方程
了，以前我们上中学才有这个课
程。但是让我放弃我又不甘心，
儿子才上小学五年级呀，求学的
路程才过一小半。那一夜我辗转
难眠，深思熟虑后我对自己说必
须自学，哪怕很难，我也要跟儿子
一起学习。

我从网上下载了五年级的数
学课程，根据老师每天在班级群
里留下的预习课程埋头苦学。不
懂的问题，我就反复地在心里默
默地读概念，同时脑子配合着去
理解，然后拿起笔来进行解题。
说实话，开始我对概念也不理解，
比如质数和合数的区别。

我跳过概念，试算 100 以内

的质数，第一次竟然把 10个合数
算到了质数里，这是错误的，于是
我又继续读概念去理解。终于用
了半天时间，才完全理解了质数
和合数的区别，然后再自己列数
字，去找出两者的不同。熟能生
巧，那天在办公室我把 3张A4纸
涂画得满满地才完全掌握了质数
和合数的计算方法。

晚上下班回家，做完家务后，
我出题列出 20个质数和合数，让
儿子去做题，然后我批改。如果
算错，我就耐心地讲解概念，并向
他解释为什么？等儿子稍微掌握
了一些方法和技巧，我又继续出
题，继续做下去。

有时，我也会让儿子出题，然
后我们母子俩一起做练习。发现
错误又一起去改正，重新解出正
确答案。有时，一道新的题目，我
会让儿子先做，等儿子做出来，我
又鼓励他当一次老师，给我讲解
这道题运用什么方法去求解，为
什么要这样做？

小孩都喜欢听鼓励的话，听
说当老师，儿子马上指着这道题，
三言两语就解出了题，丢下我愣
愣地坐在那里盯着解题看。看这
情形，儿子似乎已经掌握了学习
方法，但是我知道粗心毛糙的他
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改正诸多缺
点，才能走到胜利的终点。

跟儿子一起学习已有月余，每
天学习一点，不仅让我的知识得到
更新和补充，而且儿子也在慢慢地
改变，首先变得会思考了，不再乱
答题或者不解题。虽然收效甚微，
但我想总是比原地踏步的要好一
些，就这样一直学习下去。

责编 笪伟 美编 笪伟 校对 杨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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