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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科院育种专家赵振东：

守守望望麦麦田田3300年年
7711岁岁当当选选院院士士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市场上每3个馒头

1个是他的小麦做的

活跃在农业一线，意味着站在田间
地头施肥出力。这对于已经71岁的赵振
东来说，尤为艰苦。

想当年，23岁的赵振东大学一毕
业就奔赴新疆，干了15年的农业技术
员。1 9 8 4年，他如愿来到山东省农科
院，带领团队先后育成了济南17、济麦
19、济麦20和济麦22等大面积主栽小
麦品种。截至2012年夏收，这几种小麦
品种全国累计推广3 . 15亿亩，实现小
麦增产216 . 7亿公斤。一位同行风趣地
说，“市场上每三个馒头，就有一个是
他的小麦做出来的”。

2012年11月，赵振东获得山东科

技最高奖，这也是他多年“耕耘”以来
首次获得大奖。对此，他曾笑着说，虽
然小麦不赚钱，育种科研吸引不了年
轻人，但是今天他证明了干农业同样
可以获奖。

下一个目标是

小麦亩产800公斤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史
无前例地将谷物安全放在工作首位。对
此，赵振东说，“人要吃粮吃肉，饲养牲畜
也要粮食，我们的粮食还太少，土地、水
资源都不够用，必须通过提高亩产来保
证我们的粮食安全。”

“我们研究小麦，也是研究国家的战
略需求，研究种植多少小麦才能保证国
家的粮食安全。”赵振东说，亩产突破700
公斤后，他的责任更重了，现在的目标是
把小麦亩产提高到800公斤。

海军航院雷达专家何友：

在在德德国国
叫叫响响““何何氏氏方方法法””

初出国门

挑战学术前沿课题

今年57岁的何友现为海军航空工程
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早在上世
纪90年代，他在雷达界关于恒虚警技术
的研究，就已经受到国际瞩目。

1991年，何友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到
德国不伦瑞克工业大学进修。仅半年时
间，他便在研究中发现现有的各种恒虚
警技术方法的局限性，而雷达自动检测
与恒虚警处理技术当时还是国际雷达界
的前沿课题。一个初出国门的学生就敢冲
击学术前沿，许多人对他的“狂想”充满质
疑。何友很快拿出了自己的数学模型和处
理方法，并用英、德文撰写发表了3篇论
文，很快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目。

1992年9月24日，在德国不伦瑞克工
业大学的学术报告厅，年仅35岁的何友

用德语报告他在雷达恒虚警领域中的新
突破。他的导师、世界著名雷达专家霍尔
曼·罗林教授疾步走上讲台，高度评价了
何友的研究成果的意义和价值，并在黑
板上飞快地用德文写下“何氏方法”。从
此，何友和他创造的“何氏方法”迅速传
遍世界。

甘当“铺路石”

托起一个学科群体

何友曾说：“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只
有造就一批人才能推动整个学科的迅速
发展。”作为我国雷达自动检测与恒虚警
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他把自己当成“铺路
石”，奋力托起一个学科群体。在他的指
导下，其弟子唐劲松完成的两项科研课
题获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成为人民海
军自己培养的第一个博士后研究人员。

本报综合解放军报、当代海军报道

海军航
空工程学院院
长何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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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东
研究员（右）和
他的育种团队
在一起。

（资料片）

19日，71岁的省农科院研究员赵振东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就在一年
前，他站上了山东科技最高奖的领奖台。从1984年来到山东省农科院，赵振
东在小麦育种的道路上已经坚持了30年。如今在暮年连续收获荣誉，赵振东
坦言，荣誉与责任不是他一人的，做了30年“麦田守望者”，他不寂寞。

19日，中国工程院2013年院士增选结果名单公布，总部设于烟台的海军
航空工程学院院长何友当选为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院士。

从一个只有初中毕业文凭的战士，到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友在雷达自动
检测与恒虚警领域的研究，让我国在这一科研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

2013院士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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