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待您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思
考与评价，请把想说的话、想表
达的观点发给我们，本报将择优
刊发读者来论，共同碰撞思想的
火花。来稿邮箱： jzrbsp@
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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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作华 见习记者 赵 娟

为 了 大 地 的 丰 收
——记“时代丰碑”焦作英模人物、高级农艺师张宝华

核

心

提

示

把濒临倒闭、破败不堪的县农科所打造成全省农科系统先进单位；
带领技术人员培育出2个国审、6个省审小麦新品种；“温麦系列”种子
覆盖黄淮地区8个省区，累计推广面积达3.2亿亩，亩均增产5%以上，
净增效益190亿元……

张宝华，温县农科所原所长。他在农业科技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全省农业科技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其科研成
果获得市科技进步突出贡献奖。他先后受到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
李克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近日，本报记者走近这位“时代丰碑”
焦作英模人物，探寻他在农业科技战线留下的坚实足迹。

从棉花原种队到乡镇农技站，从主
管农业的副乡长到县农科所所长，张宝
华一辈子都与“农”字有着不解之缘。

从棉花到小麦，从玉米到山药，张
宝华无所不通。在温县，他享有“农业
活字典”“农业百事通”的美名。“惊蛰
不耙地，等于蒸笼跑了气”“二麦相
熟，小姐下楼”“麦忙不算忙，就怕豆
叶黄”……像这样的农业谚语，张宝华
张口就来。

走近张宝华，记者才真正理解“我
是农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土
地”这句话所含的深情。

张宝华生于 1948 年。在他儿时的
记忆里，家庭的迁徙与颠沛流离，都与
土地息息相关。“1943年在我还未出生
时，由于温县闹饥荒，爷爷那一辈便离
开故土逃荒到驻马店遂平县。在我出生
后，又因为遂平经常发大水，庄稼难以

保收，又举家迁回温县番田镇南孟村。”
“温县土地平整，农民精耕细作，

但在他的童年，全家一年到头早出晚
归、辛勤劳作也难以维持温饱。”张宝
华说，“小时候常听奶奶讲‘椿头努
嘴，饿得穷汉吐水’之类的话，意思是
每年青黄不接时，人们都要靠树上的叶
子、地上的野菜充饥。”

小时候，张宝华有一个梦想，就是
让土地多产粮食，让从地里刨食的农民
能吃饱穿暖。1964 年，张宝华初中毕
业后便回到村里，他想把所学的知识用
到土地上，来增加农民收入，改变自己
和家人的生活状况。

上世纪60年代，温县是全省棉花集
中产区。1965年，响应政府关于大力发
展棉花种植的号召，温县成立了棉花原
种队。凭借对农业的热情和初中文化程
度，张宝华成为原种队的技术员。

农民的儿子爱土地农民的儿子爱土地

棉区虫情预报是棉花原种队的一项
重要工作。棉花地里有多少种虫子、各
种虫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如何区分害

虫和益虫……张宝华把这些问题都当成
课题来研究。为了弄清楚一片棉花叶子
上究竟有多少只虫子，张宝华经常蹲在

掌握种田掌握种田““金钥匙金钥匙””

地里，一数就是几个小时。
棉花植株上有一种名叫造桥虫的

常见害虫，一般在每天20时至24时这
个时间段活动。为了弄清楚这种虫子
的活动规律，张宝华连续多个晚上来
到棉花地里，仰面躺下用手电筒观察
虫情。为了掌握各种天气情况下造桥
虫活动情况，即使下雨他也不中断观
察。10多天之后，张宝华交出了造桥
虫在不同生长阶段取食叶片、花、
蕾、果、嫩枝及繁育过程的第一手观
察记录。

在与土地的亲密接触中，张宝华
把农业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逐渐
走进农业王国的深处。

1973 年，张宝华在温县杨垒乡
（现番田镇） 担任技术推广站站长期
间，提出了“以农业防治为基础、以
物理防治为前提、以生物防治为重
点、以化学防治为保障”的棉花综合
防治法。

“棉花地里的常见害虫都有天敌，
像瓢虫、马蜂、螳螂等生物都可以有
效消灭蚜虫、棉铃虫等害虫。用生物

链原理实现棉花的自我防治，可以大
大减少农业成本支出。”张宝华这样
想，于是他便在杨垒乡的万亩棉花地
里搞起了生物防治试验。

试验期间，张宝华也遭受人们种
种质疑。一次，一位县领导到杨垒乡
视察生物防治进展情况，看到棉花地
里有害虫，便认为生物防治没有效
果，当即下令在杨垒乡召开化学防治
现场会，通告全县农民给棉花喷洒农
药。但是，倔强的张宝华却在喷雾器
里装清水，冒着被领导问责的危险，
力争将试验进行到底。

“一只瓢虫一天能吃 60 只蚜虫，
如果喷洒农药，会将瓢虫杀死，而蚜
虫会更加肆虐。再说，当时正值5 月
下旬，即使不喷洒农药，每年 6 月初
定期到来的干热风一吹，蚜虫也会在
四五十摄氏度的高温下自然死亡。”张
宝华解释。实践证明，张宝华凭借多
年的农业经验打赢了这场生物防治战
役。据统计，到1981年，杨垒乡用于
每亩棉花地的农药支出仅1.81元，大
大节省了农民购买农药的支出。

在温县祥云镇张寺村北，一片绿
油油的庄稼地旁，坐落着一座全国闻
名的县级农业科研基地——温县农业
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农科所）。说起
农科所的历史，张宝华是一个绕不过
去的名字。他带领这个县级农科所，
连续10年获得全省农科系统先进单位
荣誉称号。

1995年，张宝华临危受命，来到
温县农科所担任所长。走进农科所，
张宝华面对的是这样一幅凄凉景象：
屋漏房破，围墙坍塌，土路泥泞，职
工工资11个月没发放。

温县农科所当时是全省保留的31
个县级农业科研站所之一。该所曾为
新品种培育、区域试验作出过很大贡
献，成为该县农业发展不可替代的中
间环节。然而，由于科研与市场脱
节、经费困难、科研人员工资待遇不

能按时发放等原因，农科所已走到了
难以为继的地步。

“既然组织把我安排在这里，我就
要把这个烂摊子变成农业科研的一面
旗帜。”张宝华暗下决心。上任之后，
他两个月都吃住在所里，跟职工逐个
谈心，了解所里情况。经调查，张宝
华发现农科所的一帮人在搞农业研究
方面都是好手，可就是缺乏经营意
识，与市场脱节。于是，张宝华谋划了

“科研加经营”的发展思路，对农科所
职工进行合理分工，一部分人发挥技
术专长，专注于“温麦系列”种子研
究，而他则带领另一部分人负责种子
推广。

不久之后，该农科所在小麦种子
培育及产业化发展方面探索出“研制
一代、推广一代、储备一代”的运作模
式，张宝华带领大家走上了一条育、繁、

呕心绘就呕心绘就““丰收图丰收图””

推一体化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产、
供、销一条龙的发展体系。短短5 年
时间，所里一连培育出2 个省审小麦
良种和 1 个国审小麦良种，“温麦系
列”优质种子占据了河南省第七次
小麦更新换代 5 个主推品种中的两
个，覆盖黄淮地区 8 个省区，累计
推广面积达 3.2 亿亩土地，亩均增产
5%以上，累计净增效益 190 亿元。

张宝华在任11年间，带领科研人员共
培育出 2 个国审和 6 个省审小麦新品
种。

如今，已经退休的张宝华并未赋
闲在家，而是经常深入田间地头为农
民开展技术指导，举办农业科普培训
班。“一辈子与农业、农村、农民打交
道，习惯啦！只要我还走得动，就要
置身在广袤的田野中。”张宝华说。

记者面前的张宝华，满头银发，
紫红面庞，跟一位普通农民老汉并无
两样。

然而，他讲起话来，满口都是农
业技术词语和通俗的农业谚语。其
中，许多谚语都是他自己总结创作
的。

问及他何以能在农业科研方面取
得诸多成绩，他归纳为“深深地爱着这
片土地”。采访归来，记者也有同感。

因为爱，他全身心地投入基层科
研工作中，对于农业技术工作追求一
种工匠精神；因为爱，他甘守寂寞，
乐于付出，在夜幕中俯身田野，风雨
无阻地与害虫“对话”；因为爱，他胸

中自有勇气在，敢于坚持科学规律，
不畏行政干预。

他是农民的儿子，深知农业是国
家的根基。作为一名基层农业科研工
作者，他时时勉励自己：常怀报国之
心，常思忧民之事，常为富农之举。
他说，唯有如此方能不改初心，方能
无愧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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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一位男演员婚变的新闻
被媒体爆炒。公众关心明星的私生活
本无可厚非，然而在这起事件中，这
位演员的一双未成年儿女的各类信
息，被一些媒体当作报道元素反复炒
作，这不仅有违道德规范，甚至有违
法之嫌。

尽管男演员在声明中强调，要
“尽力将因此（离婚）给双方父母和两
个尚未成年孩子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
希望他们继续拥有平静的生活”，但事
与愿违，以网媒为主体的媒介迅速搅起
一个巨大的旋涡，把两个孩子也卷了进
去，个别人的言辞甚至充满低俗的调

侃和嘲讽。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
私。未经允许上传明星孩子的照片及
其他隐私信息，涉嫌违法。爆炒娱乐
新闻，一定要绷紧守法这根弦，绝不
能为图一时痛快，给孩子造成伤害。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未成年人
的保护程度，体现一个国家的文明水
平和公民修养。保护未成年人的人格
尊严、隐私权和其他权益，理应成为
全社会的共识。不论未成年人是明星
的孩子还是普通人的孩子，一律都应
平等地加以保护。

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
企业和所有成年人的共同责任。针对
这次事件中已经出现和正在发生的针
对未成年人的侵害行为，未成年人保
护机关和社会组织需要密切关注事态
发展，及时提醒告知，对特别恶劣的
须依法处罚。

他律不如自律。媒体尤其是网络
平台，应当承担起社会责任，不给违
反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政策的信息
提供传播平台。公民个人则要不制
作、传播、围观相关图文，用理性去
为未成年人守护童年的纯净。这不仅
是针对这起事件应有的态度，更应该

以此为契机推而广之，让保护未成年
人成为社会广泛认可、自觉践行的理
念。

娱乐守底线，八卦有边界。一旦
涉及未成年人则应止步，不能让好奇
的目光越过道德和法律的堤坎。

炒作娱乐新闻不能伤及孩子
□刘怀丕

工商总局近日发布《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实施条例 （征求意见稿）》，其中第二
条提到：“金融消费者以外的自然人、法
人和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
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
例。”这项有关“适用对象”的界定，被
认为所谓的“职业打假”将不再受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保护。通常，“疑假买假或知
假买假，而后进行索赔，获得赔偿”这样
的行为被称为“职业打假”。多数情况
下，“职业打假人”会经常性地这样做。
有人说：“这些人知假买假，还要索赔，
是敲诈勒索。”也有人说：“‘职业打假
人’举报假货没错，是对不良商家的一种
有效监督。”对此，你怎么看？

【观点1+1】
@小帅哥 Peterwang：“ 职 业 打

假”走到今天已经逐渐变味儿，由最开始
的打击假冒伪劣商品逐渐变为通过钻法律
空子为自己牟利。如今，网上有很多公司
将培训“职业打假人”发展成“灰色产
业”，甚至有人直言不讳地说“打假就是
为了赚钱”。所以，“职业打假人”不是真
正意义上的消费者代表，他们不受法律保
护也在情理之中。

@人自本身：从发展趋势看，“职业
打假”不再受法律保护是早晚的事情！因
为很多“职业打假人”凭借“职业打假”
为自己牟取私利，他们并不关心老百姓的
利益，甚至为牟取私利不择手段，把过期
的食品带进超市后再买出来，然后向相关
部门投诉索偿。这种“职业打假”不要也
罢。

@鹿台一卒：对于制假售假者，本
应人人喊打，但与普通消费者相比，“职
业打假人”能以专业的打假知识和有力的
打假手段打击不法分子，对制假售假者形
成有力震慑，是市场监管的重要补充，其
作用不可替代。所以，我认为现在取消对

“职业打假”的政策保护为时尚早。
@笨笨号外：“职业打假人”和普通

消费者相比，辨别假货的能力更强，在维
权过程中更具优势。普通人即便发现自己
购买了假冒伪劣商品，也会因为工作忙
碌、维权成本高等原因放弃索赔，出台这
样的新政，最高兴的莫过于那些制假售假
者了。

@芳心云天：“职业打假”不应该被
否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 （征
求意见稿）》更不应将其拒之门外。“职
业打假人”就好像保护唐僧的孙悟空，虽
然捉拿妖怪的方式方法有时有些偏离正
道，但对不法分子还是能起到极大地震慑
作用。对“职业打假”，相关部门应该正
确引导，不应该直接否定。

@单建华江苏：既然“职业打假”
不再受保护，那么，相关部门就应该加强
监管。无论动机是什么，“职业打假人”
对制假售假者总会产生一些威慑作用。我
们可以不保护那些为个人谋利益的“职业
打假人”，但应该保护有良心的“职业打
假人”。

【下期话题】

说说高中学费那些事
8月12日下午，我市举行公办普通高

中教育学费收费标准调整改革听证会，相
关利益方等听证会参加人，就市发改委提
供的《焦作市公办普通高中教育学费收费
标准调整改革听证方案》 展开了讨论。
择校生取消后，公办普通高中办学经费
将出现较大缺口，影响学校正常教学活
动的开展。根据有关法规及文件精神，结
合我市实际情况，市发改委报请市政府
同意，初步提出了听证方案 （详见 8 月
15 日本报），我市将综合考虑多方利益，
通过规定程序向社会发布公办普通高中教
育学费收费标准调整方案。对此，您有何
高见？

（参与热点话题讨论，请关注《焦作
日报》官方微博：@焦作日报）
本期栏目主持人 本报记者 麻 酩

【今日话题】

“职业打假”不再受保护

（上接一版） 在开展了 10 年的
“百企帮百村”活动和今年开展的精准
扶贫“一帮一”活动中，我市广大商
会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结对帮
扶村完善基础设施、提供项目，为帮
扶农户提供岗位、技术。

河南九盛堂农牧有限公司投资45
万元，在武陟县詹店镇建立蛋鸭养殖
基地及养鸭合作社，为贫困户免费提
供鸭棚、鸭苗、技术指导，负责回收
鸭蛋及淘汰鸭；河南佳怡食品有限公
司等3家企业捐资50万元，为詹店镇
溜村硬化道路2.5千米；河南天香面业
有限公司投入 5 万元，为温县武德镇
苏王村开通了有线电视，投资15万元
改善了村里小学的教育和体育设施，
安排46名村民到企业就业；星达服饰
用品公司合理利用产业优势，在帮扶
沁阳市崇义镇大张村过程中，赊销60
万元原材料，鼓励 10 多户农民在温
州、广州等地开办裁皮点，吸引以大
张村为主的250余名村民就业。

一笔善款就是一分真情，一次相
助就是一次关爱。2007 年以来，“焦
作有爱”活动影响和带动了更多的非
公有制经济人士参与抗震救灾、扶危
济困、服务民生活动中，形成了爱涌

怀川的良好局面。2007年的“焦作有
爱”助学捐资活动，共募集善款91万
元，帮助贫困学子达 450 名。在“一
帮一”活动中，全市有 500 余家商会
企业与600余户贫困家庭结对帮扶。

2008年，组织商会企业向贫困学
校捐赠电脑、课桌、座椅价值近10万
元。

2009年，特别关注了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城区段征迁户、创卫一线的环
卫工人、下岗职工等特困群众家庭新
入学的大学生，募集近百万元善款，
资助200余名大学生圆了求学梦想。

2010年，组织商会企业家赠送价
值 5 万元的家用电器，慰问驻焦部
队；捐助现金34万元，资助了68名贫
困大学生。

2011年，向市特教学校捐赠了价
值 8 万元的学习、生活和体育用品；
募集善款200余万元，500多名困难家
庭的大学生得到资助。

2012年，商会企业家共捐助15万
元资金购买了运动服、运动鞋、书包
等15类生活、学习用品，捐赠给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征迁困难家庭的孩子；
600 余名贫困家庭学生得到统一战线
各界人士捐赠的230万元的资助。

2013年，爱心商会企业向生活困
难家庭的孩子捐赠了共计16万元的慰
问金和书包、蚕丝被、大米、方便面
等慰问品；统一战线代表人士向环卫
工人代表发放了价值 14 万元的面粉、
大米、食用油、口罩、手套、反光背
心等物品，并向特困家庭环卫工人赠
送了500张爱心医疗卡，可在全市45
家指定医疗机构就诊享受减免或优惠
30%～50%医疗费用的政策。

2014 年，募集爱心款 12 万余元，
为市区 100 名困难家庭的儿童送去了
慰问金和书包等用品；捐助善款 260
余万元，有600名大学生得到资助。

2015 年，有近 600 名贫困家庭学
生得到统一战线各界人士 200 余万元
善款资助。在“焦作有爱——关爱环
卫工人2015在行动”活动中，为环卫
工人代表发放了大米、食用油、方便
面、毛巾、手套、洗衣粉等价值3 万
元的慰问品。

今年，按照市委、市政府扶贫攻坚
的总体部署，全市统一战线积极行动，
已募集助学善款 260 余万元，将资助
近500名贫困家庭大学生圆大学梦。

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以来的10
年间，“焦作有爱——资助贫困家庭大

学生在行动”活动，累计募集助学善
款近3000万元，资助6400余名乡村贫
困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征迁户、下
岗工人、环卫工人等贫困家庭的子女
圆了大学梦，目前已有5批3500余名
受资助的大学生顺利毕业；为1.58万
余名毕业大学生提供了就业岗位，组
织832家商会企业与1200余户贫困户
结对帮扶。“百企帮百村”活动开展
10 年来，完成村企合作项目 289 个，
捐建希望小学6所，累计投入资金3.6
亿元。

10 年的辛勤耕耘，“焦作有爱”
在山阳大地谱写了一篇篇动人诗歌。

10 年的慷慨相助，“焦作有爱”
体现着全市统一战线成员的责任担当。

10 年的持续经营，“焦作有爱”
已经成为统一战线成员富而思源、扶
危济困的爱心名片，成为统战部门凝
心聚力、共促和谐的工作品牌，受到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荣获中央统
战部实践创新成果奖。

奉献爱心，收获希望。全面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已经吹响，扶危济
困的任务依然艰巨，“光彩事业”的路
还很长，我们相信，全市统一战线会
一如既往，倾情奉献，勇于担当，在
焦作早日跻身全省“第一方阵”、让焦
作在中原崛起中更加出彩的进程中砥
砺奋进，在建设创新焦作、富裕焦
作、美丽焦作、平安焦作的征程中再
续辉煌！

爱涌怀川 情暖山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