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我在华农看到丁颖、卢永
根、黄耀祥院士的雕像时，我感到
自己内心有个地方被触动了。”来
到华农的第四年，储成才仍然记得
促使自己来到华农的决定性时刻，

“华农在中国现代稻作科学史和水
稻基础及应用研究上具有深厚的
研究与文化积淀，是一个具有重要
意义的地方。”

“黄耀祥院士 1959 年在世界
上第一次培育出水稻矮秆品种‘广
场矮’，比国际水稻所培育的 IR8
提前7年。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
矮秆水稻培育和推广，使得中国
水稻产量获得大幅度提升，实现
了水稻‘第一次绿色革命’，为‘端
牢中国饭碗’做出了关键性贡
献。我们是否可以接过接力棒，
培养更多人才，做出更多成果，实
现‘第二次绿色革命’？”怀着这样
的向往，他带着团队在华农扎下
了根。既是科研工作者，又是农
业教育者，接下来的一千多个日

夜里，一种使命感始终督促着他，
未曾有一天懈怠。

农学院是华农“双一流”学科
建设的重要依托学院。储成才的
办公室就在学院作物资源高效研
究实验室一楼的一间小房里，门外
就是实验操作台，旁边就是团队平
时讨论工作的会议室。

对待科研，储成才向来一丝不
苟。他的时间不以是否为工作时
段来区分，只有做没做完这一条标
准。在他的以身作则下，团队始终
保持着高度的专注，投入到每个项
目中。

高产一直是育种的首要目标，
这也导致了一些重要基因资源如
氮高效基因的丢失。基因是育种
的“芯片”，如何找回丢失的基因？
储成才说，由丁颖、卢永根等收集、
鉴定、保存的近万份稻种资源，是
水稻绿色发展的基因库。

“我们希望对这些稻种资源系
统地开展挖掘和利用，把现代育种

中丢失的基因找回来，从源头核心
抢占育种制高点；同时，实现与产
业需求的有效对接，创制突破性绿
色超级品种，引导中国进入‘少投
入、多产出、保护环境’的‘新绿色
革命’。”

怀着这样的理想，储成才带领
团队率先构建水稻氮营养主信号
通路，阐明籼粳稻氮肥利用效率差
异的分子机制，攻克水稻低氮适应
性难题；与育种单位联合培育“绿
色超级稻”新品种3个，其中“秀水
114”“秀水134”等新品种得到广泛
推广，为我国农业减排增效和绿色
转型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2025年4月，储成才团队主要
参与完成的研究成果发表于《细
胞》。通过整合微生物组学、分子
生物学等技术，该研究进一步揭示
根际微生物调控水稻分蘖的分子
机制，为作物增产与粮食安全提供
了科技支撑。

在储成才看来，做科研和做院
长在底层逻辑上有相通之处——
找到正确的方向是关键。“只有方
向对了，努力才有价值。”

要想建好一个学院，人才培
养、师资建设、科学研究、社会服
务、国际交流，一个都不能少。为
了推动学院发展，储成才多方联
络，务实求真，取得一系列成效：建
立“本—博”贯通培养模式，精准引
育国家级人才5人，成功申报国家
生物育种重大专项，新增省部级平
台3 个，学院主持获省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 2项，参与“111”计划高等

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建设，推进
校地企深度合作，深化与巴西等拉
美地区国家的合作。

储成才非常重视年轻教师的
发展。他说，一个团队、一个学
院、一个学科的发展，关键还是在
人，尤其是年轻人。除了平时和
青年教师多交流，储成才还主导
建立了学院青年教师发展促进
会，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把青年骨
干们聚到一起聊聊天、喝喝茶，分
享各自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既拉
近了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促进了
学术交流和合作。

最近，他一直引导大家思考
如何搞好本科教学，“这是我们人
才培养目前的一个核心，也是特
别需要大家集思广益的。”同时，
他仍在不断寻找最合适学院的人
才，更好支撑学科长远发展。

对于未来，他既有压力，也充
满信心：“农学院与自己的过去纵
向比，这几年发展很快，实现了多
个跨越；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
识到，和头部学校相比，我们仍然
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我们要有
信心，相信在不断地努力和追赶
下，是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

深耕作物育种，追梦“绿色革命”

从基础研究机构走到农业教育第一线，带着
前沿科研的锋芒，也带着泥土的温度与期望，华南
农业大学（以下简称“华农”）农学院院长、二级教
授储成才用科研解答田间难题，也用行动诠释教
育初心……日前，储成才荣获2025年“广东省劳
动模范”称号。

储成才介绍水稻种子画

储成才，华南农
业大学农学院院长、
二级教授、博士生
导师，民盟中央科
技委员会副主任，
广州市人民政府参
事；国家杰出青年基
金获得者，国家特支
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
才，全国优秀科技工作
者，已培养国家级人才7
人次；长期致力于水稻养
分高效利用研究，发表论文130余篇，2019年起连续6
年入选科睿唯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近年来储成
才带领团队在“绿色超级稻”培育上取得重要突破，
在国际上首次构建水稻氮营养主信号通路，阐明籼
粳稻氮肥利用效率差异的分子机制，破解水稻低氮
适应性之谜；积极推动产学研融合，申请专利70余项
（国际专利10项），与育种单位协同创新，培育“绿色
超级稻”新品种3个，为我国农业绿色转型作出突出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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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广东省劳动模范”储成才

储成才指导学生观察稻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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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物人

只有方向对了，努力才有价值

储成才的办公桌上，一幅用
水稻种子拼成的画格外显眼：绿
色的稻株上结着沉甸甸的稻穗，
下 方 是 一 句 英 文 ——“HAPPY
SCIENCE”（快乐科学）。

这是储成才的学生送给他的
教师节礼物，里面的水稻种子是
团队培育的品种。这句“快乐科
学”，则是储成才30多年来一以贯
之的教育理念。

“教育是最复杂的，如何让学
生对科学感兴趣，从而激发其最
大潜能，这很重要。”带学生这么
多年，储成才深有感触。“不以发
文章为目的搞科研，不为加班而

加班”，是他常常和团队成员说的
一句话。

“科学是解决问题的，而发文
章只是在你解决问题过程中的一
个副产品。”储成才解释，“要激发
学生对科学的兴趣，用他的自驱
力去搞科研。如果对课题有兴
趣，你不让他加班，他都要来。”

平时事务繁忙，储成才很珍
惜和师生交流的时间，哪怕是吃
完饭回办公室的路上，他都想办
法和大家多聊几句。“保持交流非
常重要，有时几句话，就能发现问
题，甚至找到解决办法。”

在学生眼里，储成才既是导

师，也是朋友，更是大家学习的榜
样。“储老师不仅为我们创造了良
好的科研条件，更为我们营造了
难得的人文环境。我们从他身上
学到的不仅仅是科学知识，还有
学习方法和做人的道理。作为储
老师的学生，我们真正体会到‘快
乐科学’的真谛。”

心系国家需要，根植田野梦
想，储成才与团队并肩前行。扎
根于土地，守护国家粮仓，他在实
验室耕耘，也在课堂上点燃年轻
的火种。他将“绿色”写进稻谷，
也写进了每一位学生的心里。

在这里，体会“快乐科学”真谛

科技工作者助力乡村振兴 系列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