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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堂课我都会当成第一堂
课去讲、去备课，根据新时代、新理
论、新成果不断更新内容。”罗锡文
告诉记者。

翻看罗锡文的备课本可以发
现，一堂他已经上了很多年的课，
还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二十多页，增
补了很多新内容。作为农业工程的
教师，罗锡文提出，要“以强农兴农
为己任”，培养学生知农爱农学农
的情怀，探索新时代教育教学改
革，提升教书育人本领。站在学科
发展的角度，农业工程应努力抢占
农业工程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与社
会服务的竞争制高点，实现农业工
程与智慧农业学科交叉融合，共同
建设现代农业。

“一个好老师，要坚持以立德树
人为根本，全身心扑在教学上面，真
心诚意地去爱每一名学生，教他们
做事，更教他们做人。如果几十年
后还有学生记得我，说明我这个老
师做好了。”现在，用多媒体授课已
成常态，但罗锡文仍坚持用粉笔板
书，特别是一些重点和难点内容。
他说，“学生看得懂的地方就少讲或
不讲”，他将团队的科研成果作为案
例生动讲述。他认真批改学生论
文，有时候一篇论文要改五六稿，细
到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他身体力
行领着学生到各地调研、实践，这些
做法都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罗老师对国家、社会、学校、学
生都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担当，
他只争朝夕、奋力拼搏的精神让我
们深受触动。”提起自己的老师，华
农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
授张智刚充满敬佩之情，他说，罗
老师治学严谨、关爱学生，双周周
末都要召集博士生、硕士生举行学
术讨论会，学生汇报研究进展，老
师逐一点评、悉心指导。“最让我佩
服的是每次在田中做实验，罗老师
总会撸起袖子挽起裤管下田干。我
经常忙完才想起来，罗老师和我们
一起风吹日晒又干了一天。”张智
刚感慨地说。

王在满 1998 年来到华农，自
2006 年开始，师从罗锡文攻读硕士
和博士。“老师常常带着我们到各
地去做推广、示范、试验等工作，他
告诉我们‘农民需要什么，我们就
去研究什么’。”如今，王在满将这
句话又传授给自己的研究生，“近
几年我经常带着学生去各地体验

‘无人农场’，让他们亲眼看见研究
成果的应用效果，那种成就感是最
好的教育。”

黄大年式 教师团队 3
黄大年是著名地球物理学家，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

技成果。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重要指示精神，教育部
开展了“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活动。羊城晚报推出相关系列报道——

以学促农 身体力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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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清远、河源、茂名、吴川、阳朔……今年3
月，一位77岁老人的足迹遍及两广，指导水稻无人
农场备耕、直播和插秧，参加联合国可持续亚太农机
中心研讨会，修改学生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他
把包括周末在内的每一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未有
半日停歇脚步，这是他几十年来的工作常态。

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罗
锡文。今年2月，在教育部公布的第二批全国高校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名单中，由他领衔的华农农业工
程教师团队入选，这是华农继预防兽医学教师团队
后第二个入选的教师团队。

“电影《黄大年》我看过
好几次，黄大年毅然决然地
踏上归国之路，‘白手起家’为
我国的物探（地球物理勘探）
事业进行创新性探索，我深深
为他报效祖国、坚持真理、敢
闯敢试的崇高精神所感动，每
次看了都要流眼泪！”日前，在
华农工程学院的全院大会上，
罗锡文和老师们又一次观看
了电影作品《黄大年》。

“黄大年和钱学森、李
四光等老一辈科学家一样，
秉持坚定的精神信仰，为了
祖国的科学事业上下求索，
这就是‘科学家精神’。”罗
锡文认为黄大年身上集中

体现了中国科学家精神，
“一个科学家首先应该爱
国，把自己的所学献给祖
国、服务人民；应不断追求
真理，以‘咬定青山不动摇’
的决心探索科学之未知领
域；要坚持发挥集体力量，
合力解决关键问题；学为人
师，行为世范，要有‘甘为人
梯’的情怀和担当。”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的称号来之不易，如何建设
好这一教师团队更是一种
考验。为此，罗锡文在学院
大会上提出，“要将建设一
支政治坚定、素质过硬、作
风优良、开拓创新和结构合

理的教师科研团队作为黄
大年式教师团队的建设目
标，将师德师风建设始终放
在我们农业工程黄大年式
教师团队建设的第一位。”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对
罗锡文来说是光荣的头衔，
也是崭新的起点。他要求团
队成员“立志做大先生，潜心
做大学问，努力育大英才，真
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
来，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
人”，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
之所急，不断提高创新能力、
攀登创新高峰，为助力华农
早日实现建成农业特色世界
一流大学的目标不懈奋斗。

“蛤蟆无颈，小孩无腰”，
这是湖南的俗语，也是罗锡文
妈妈的口头禅。小时候，罗锡
文跟随妈妈下田劳作，弯腰插
秧久了，他就喊“腰疼”，妈妈

“训斥”他：“小孩子哪有什么
腰，快插！”

“那时我就想，什么时候
不用人插秧就好了！”罗锡文
回忆道。农村长大的他，对农
村、农业、农民的感受和依恋
特别深，“将农民从繁重的劳
作中解放出来就是我的初心
和使命。”

1970 年大学毕业后，罗
锡文曾在贵州省铜仁县农机
厂工作9年，1982年获得华南
农学院（华农前身）硕士学位，
留校在农业工程系任教，至今
已与“农业工程”结缘数十
年。他介绍说，农业工程的研
究对象大多是各种农业生物
有机体，品种多、周期长，研究
环境复杂多变，这决定了农业
工程的科研具有复杂性、探索
性、投入高、风险大等特点。

“这要求我们研究者要耐得住
‘寂寞’，坐得住‘冷板凳’。
科研团队的建设是一场与时
间的‘博弈战’，也是一场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拉锯战’。”
他认为，科研选题要从实践中
来，科研成果要投入到应用中

去，结合社会实际生产，交给
市场检验。

“计算机可以帮我们更好
地种植水稻，但计算机中长不
岀水稻。”罗锡文秉承着“实践
出真知”的理念，多年来坚持

“从农田中来，到农田中去”，
每年都有相当多时间深入农
村和基地考察、了解农业机械
化情况、指导农机作业、和农
民讨论交流等，而且经常是半
天“切换”一个城市。2006
年，他在广东雷州做实验，打
雷下雨天仍在田中观察秧苗
长势，夜里还将种子移至酒店
房间，观察发芽情况。

为了让工作更紧凑，他推
掉了无数接待邀请。2020 年
3月，一张他和团队成员在田
头 吃 盒 饭 的 照 片“ 意 外 走
红”。这张照片的拍摄者、华
农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
王在满副研究员回忆道，在那
个疫情严峻的特殊春耕季节，
为打赢“抗疫情、促生产、保供
应”攻坚战，罗老师带队驱车
几百公里，到广东廉江指导农
民的水稻精量穴直播工作，为
节省时间，他提出在田头吃个
盒饭就行了。“这样的场景实
际上很常见，我只是‘随手
拍’，没想到就‘火了’。岀差
时他经常在高速公路服务区

吃泡面。”
农业工程科技创新一定

要加强农机、农艺融合，重视
田间第一手试验数据的获取，
这是罗锡文的理念。即使已
年过古稀，他和他的农机总会
出现在一望无垠的农田里，

“我们搞农机的，一定要将脚
踩在泥中，才知道机器应用效
果到底行不行”。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创
新农业机械技术，如今已实现
他“不用弯腰插秧”的童年梦
想。耕种管收生产环节全覆
盖，机库田间转移作业全自
动，自动避障异况停车保安
全，作物生产过程实时全监
控，智能决策精准作业全无人
——充满“未来感”的“无人农
场”已经建成。2020年，华农
水稻无人农场生产出首批大
米，其耕、种、管、收环节均由
无人驾驶的农机完成，在国内
尚属首次。

插秧已无需人工操作，施
肥是否也可以？罗锡文给出
了解决方案：“在直播机的播
种沟和蓄水沟的中间开出一
条施肥沟，把氮磷钾等肥料一
次性施在沟里，然后用泥巴抹
平。这样一来，施肥、播种就
一次性解决了，袁隆平院士还
帮我们宣传这个技术。”

助力华农早日建成农业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团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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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锡文院士领衔华农农业工程教师团队

由广州市教育局与羊城晚报社主办，羊城晚
报教育发展研究院承办的冬奥会特别策划——“南
方的娃，一起助力冬奥会”特别征集活动近日完成
最终评审。活动吸引了广大中小学学生积极投稿，
共收到超过5000份作品。

活动概况
网络投票数高达123万

为传承冬奥精神，让冬奥精神走进青少年，组
委会特从参赛作品中甄选出 398 份优秀作品参与
网络投票，经过10天的激烈角逐，各组作品投票非
常踊跃，本次在羊城派的网络投票收到的有效票
数总计高达1233294票。

经过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委的综合评价，共评
选出绘画类、手抄报类、作文类一等奖、二等奖、三
等奖以及优秀奖作品377份,并评选出最佳人气奖
3名、优秀组织单位5名、优秀指导老师16名。

评委点评
以小见大，情真意切

在专家评审阶段，组委会邀请了羊城晚报体
育新闻部体育事业工作室主任、冬奥会采访记者
苏荇，羊城晚报文化副刊部编辑易芝娜，羊城晚报
手抄报创作大赛资深评委江映姗3位资深评委进
行最终评审。

作文组评委苏荇表示，此次参赛的征文整体
水平很高，孩子们有很强的表达能力，也对北京
冬奥会这件大事关注度非常高，写出了各自的感
受、理解和收获。小学组的参赛文章能够做到脉
络清晰，儿童视角下的冬奥感悟充满童真，同时
不乏立意新颖的表述；初中组和高中组的参赛文
章对细节的描述更为丰富，文字充满想象力。

而另一位作文组评委易芝娜指出，冬奥会是
一个普世化的题材，话题宏大，要想写出有个性、
有态度的作文，关键还在于看问题的角度。我们
不需要面面俱到，但要能以小见大，观点独到，且
分析到位，行文流畅。

负责手抄报与绘画类评选的评委江映姗则
表示，以冬奥会为主题创作的作品，较之前的作
品更加体现在“活”字，更加接近孩子的生活，更
加反映出南方人的真情实感。冬奥主题元素和
身边的元素不断碰撞在不同的作品中，正因如
此，描绘事物上不图式化，依靠真实观察，抓住
事物的特征，回归了生活的感受。

链接：
获奖证书将由组委会统一

组织发放。若对赛事有相关疑
问，请联系大赛组委会：

杨老师：020-87133011
微信客服：小羊姐姐

（yw686124）

“南方的娃，一起助力冬奥会”作品征集活动获奖名单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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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低年级组（1-3年级）
一等奖

选手 学校 指导老师
韦越枫 广州番禺区市桥黄编小学 梁丽欢
张紫煊 广州增城区凤凰实验小学 阮倩婷

二等奖
选手 学校 指导老师
唐思芹 广州番禺区沙湾荟贤小学 林欣欣
汪瑾修 广州黄广牛剑小学 李霞
杨依诺 广州天河区志远小学 吴笑笑
梁采婷 广州番禺区市桥黄编小学 冯梓莹 陈家欣
李康祺 广州白云区三元里小学 陈文颂
杨玥彤 广州西关培正小学 刘颖欣
郑筱橦 广州逸景第一小学 林小敏
林玮烨 广州东山培正小学 冯碧燕
周淼可 广州天河区华阳小学 何碧容
王茹萱 广州白云区东平学校 杨思敏

小学高年级组（4-6年级）
一等奖

选手 学校 指导老师
陈伊童 广州白云区金广实验学校 孙乐慧
李心玥 广州番禺区市桥先锋小学 陈敏仪

二等奖
选手 学校 指导老师
罗佳欣 广州花都区新华街第五小学 毕丽颜
邝柏君 广州朝天小学 曹丽茹
张梓璇 广州增城区凤凰实验小学 甘素遥
张程然 广州番禺区恒润实验学校 殷满论
黄钰轩 广州番禺区市桥黄编小学 梁丽欢
杨晓琳 广州荔湾区耀华小学 伍隽颐
马慧珊 广州荔湾区耀华小学 周敏玲
李沄善 广州华景小学 丁利利
廖羽彤 广州市协和小学 ——
薛钦如 广州东山培正小学 马玉婷

初中组及高中组
一等奖

选手 学校 指导老师
郑天瑜 广州市美术中学 ——
严晨欣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实验中学 陈淑娇
斯歆童 广州市第八十六中学 钟卫芬

二等奖
选手 学校 指导老师
朱子琪 广州桃园中学 赖雅媛
李梓珊 广州市第十三中学 王婉明
蔡嘉希 广东番禺中学附属学校 于亚男
廖琬盈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太和实验学校 张诗谣
廖 珂 广东广雅中学花都校区 周卓咏
林坤茂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黄埔实验学校 陈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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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锡文院士在指导研究生

文/陈海云 杨雅

小学低年级组（1-3年级）
一等奖

选手 学校 指导老师
刘迦澜 广州天河区长湴小学 郭敏
沙泇锐 广州番禺区沙湾荟贤小学 黄丽珍

二等奖
选手 学校 指导老师
罗隽一 广大附中紫兰学校 徐美
陈韵颐 广州体育东路小学兴国学校 唐媚霞
潘灏林 广州后乐园街小学 邝丽敏
吴炳昌 广州番禺区沙湾荟贤小学 黄丽燕
瞿郅轩 广州骏景小学 钟阳娟

小学高年级组（4-6年级）
一等奖

选手 学校 指导老师
何沛璇 广州中山二路小学 麦慧玲
王芊一 广州荔园小学 葛艳

二等奖
选手 学校 指导老师
余卓凝 广州越秀区中星小学 曾燕红
李善珩 广州越秀区雅荷塘小学 郭颖 陈焕儿
朱姝涵 广州花都区圆玄小学 黄丽勤
王昕冉 广州白云区广园小学 曹健林
张琳琳 广州白云区广园小学 周毓璇
邓栎成 广州番禺区市桥东城小学 艾萍华
江知予 广州白云区时代玫瑰园小学 莫影仪
余逸飞 广州白云区广外附属小学 夏金玲
周淇可 广州天河区华阳小学 王晓芳
林雪菁 广州天河区华阳小学 王晓芳

初中组及高中组
一等奖

选手 学校 指导老师
张思昀 广州番禺区香江育才实验学校 谢玉楼
任尹蕾 广州花都区秀全外国语学校 赖国康
蒋咏欣 广州天河区汇景实验学校 廖坪兰

二等奖
选手 学校 指导老师
李盛源 广州秀全外国语学校 赖国康
陈君悦 广州番禺区香江育才实验学校 谢玉楼
林荣斌 广州执信中学琶洲实验学校 张玥
宋子琦 广州执信中学 王丽丽
蒋昀哲 广州二中应元 李丽君
雷诺妍 广州执信中学 ——
吴雯晶 广州市番禺区香江育才实验学校 谢玉楼
彭智信 广州市铁一中学 李林蔚
肖如韵 重庆德普外国语学校 余兰惠
陈文祎 广州白云艺术中学 郭新国

▲▼获奖作品

小学低年级组（1-3年级）
一等奖

选手 学校 指导老师
宋韫乔 广州海珠区实验小学 ——
李慕子妍 广州南沙湾区实验学校 李娜

二等奖
选手 学校 指导老师
陈桦瑶 广州番禺区市桥先锋小学 陈敏仪
董朕希 广州番禺执信中学附属小学 冯小媚
温予迪 广州番禺区市桥先锋小学 陈莉
邝诗蕴 广州黄广牛剑小学 庞凤丹
杨咏心 广州体育东路小学兴国学校 ——
毛冠中 华师附中实验小学 夏莲芝
董思琳 广州海珠区晓港湾小学 谭俏菲
房灵垚 广州番禺区石楼镇中心小学 黄焕芬
毕颢然 广州黄广牛剑小学 庞凤丹
陈其乐 广州白云区广外附属小学 陈又新

小学高年级组（4-6年级）
一等奖

选手 学校 指导老师
温雨祺 广州番禺区市桥先锋小学 陈莉
郭美妍 广州番禺区市桥先锋小学 阮楚莹

二等奖
选手 学校 指导老师
陈安琦 广州番禺区市桥桥东小学 麦利云
马琪朵 广州星执学校 鲍秉好
郭墨瞳 广州白云区远景小学 ——
周子渝 广州番禺区市桥桥东小学 麦利云
陈昊隆 广州番禺区市桥左边小学 陈彩霞
杨燕彩 广州番禺区石碁镇永善小学 梁燕芬
李泽谦 广州番禺区洛浦沙溪小学 陈祖云
邓文瑜 广州荔园小学 张益平
彭心怡 广州番禺区市桥汀根小学 郭志华

初中组及高中组
一等奖

选手 学校 指导老师
陈奕涛 广州番禺区广铁一中天成中学 ——
李欣蔚 广州白云实验学校 林霭文

二等奖
选手 学校 指导老师
廖芸郗 广州八一实验学校 祝文伟
钟靖雅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华侨中学 黄伟平
陈 瑾 广州番禺区沙湾象达中学 ——
陈雅兰 广州第七十五中学高中部 李丹
梁嘉莹 广州象贤中学 ——
刘津如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南沙中学 陶如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