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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古传说中，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育桑养
蚕的技术，人类逐渐告别衣不蔽体的生活。

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蚕桑业，为百姓
带来温暖的生活，也造就了闻名于世的古代丝绸
之路，中国因此有“东方丝国”的美誉。

自 17 世纪开始的数百年间，世界蚕业的中
心一度从中国转移到欧洲，再转至日本，本世纪
初又转回至中国。我国蚕桑业科技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踏上“新丝绸之路”……这一切，与我国蚕
业科学界迄今唯一的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西南大学蚕学与系统生物学研究所所长向仲怀
在蚕桑科学界的重大突破有着密切关系。

7月17日，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庆
市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巡回报告团成员，有着
37年党龄的向仲怀接受了重庆日报记者的专访。

立志
初出茅庐 找到了蚕病的“病根”

乌江两岸，峰峦叠嶂。1937年，向仲怀出生于
大娄山深处的武隆凤来乡。

那是一个山河破碎战火频繁的年代。1941
年，涪陵遭日机轰炸，向仲怀举家迁回原籍，他就
读于私塾。儿时的向仲怀徜徉在《四书》《五经》等
国学典籍里，从小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润，爱国爱
家在他幼小的心里扎下根。

1949年12月，涪陵解放。正在涪陵读中学的
向仲怀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第一次接触到“共
产主义人生观”“为人民服务”等新名词，在画各
种宣传画时显示出才华。“在白墙上打上密密的
方格，描画毛主席像；拿板刷刷标语；还学会了拉
二胡；歌剧表演等我都积极参与。”如今，82岁高
龄的向仲怀回忆往事，仿佛又回到那个热血年
代。

他爱读书，《我的大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卓娅与舒拉的故事》等名著中的英雄人物事迹，
让向仲怀激动和震撼。他立志学习这些英雄，把
他们当作自己的人生榜样。“青年时期接受到的
人生观和社会主义教育，使我思想上明白了人生
方向。”学校发展新民主义青年团（后来的共青
团），向仲怀第一批被吸收入团，这让他非常骄
傲。

初中毕业前夕，父亲买回的一本科普书《伟
大的自然改造者——米丘林》为向仲怀打开一生
事业的大门。“我觉得嫁接、遗传等技术特别神
奇。”从那时起，一颗热爱农学的种子便种在了他
心里，于是他选择进入涪陵农校学习，后考入西
南农学院蚕桑系深造。从此与蚕桑结缘，一干就
是大半辈子。

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向仲怀初
出茅庐就干了一件轰动蚕学界的大事。

上世纪 50 年代，作为重要蚕桑基地的川北
地区，连年暴发灾害性蚕病。1959 年春，年仅 22
岁的向仲怀作为四川省蚕病工作组成员被派往
射洪县，在当地蚕病重灾区金华区书台公社驻
点，查找病源。

那段日子，春蚕一批批莫名死去，大多数工
作组的人相继离开了，最后只剩下向仲怀和四川
省农科院蚕桑研究所的夏儒山两人。他们坚持每

天跑蚕房、收标本、解剖观察，广泛寻找病因。
4个多月的艰苦探寻，仍无进展，但功夫不负

有心人。
一天下午，向仲怀例行检查病蚕标本时，发

现桌下有一包遗失漏检的标本。他用显微镜反复
地仔细检查，发现一个腹部膨大、发育成熟的母
虫。经查阅文献，向仲怀和夏儒山确定这就是病
源——此前我国尚无记录的壁虱。

这项获四川省科学大奖的重要发现，为肆虐
川北的蚕病找到了防治路径。很快，射洪县的蚕
茧单产由每张种5公斤回升到25公斤的正常产
量，为当地增收5亿元以上！

“科技工作者的每一个重大发现，都会为蚕农切
实增加经济效益。”这次经历，让向仲怀坚定了为
蚕农服务的初心。

追赶
坚定信念 出国学习深感使命光荣

一张张蚕卵纸上，保存着黑色、黄色等形态
各异的蚕卵；两百多本泛黄的手册，记录着半个
多世纪来的研究记录……在家蚕基因组生物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有着全世界最大的家蚕基因资
源库，这里保存了700多个家蚕遗传系统，占国
际现存家蚕突变基因种类的95%以上。

时光回溯到 1962 年，西南农学院派向仲怀
作蒋同庆教授的助手。蒋同庆是国际知名的家蚕
遗传学家，从上世纪40年代就开始家蚕遗传和
基因资源的研究。

“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蚕茧与蚕丝量迅速
提升，蚕茧业成为国家第二大出口创汇产业，仅
次于石油。”向仲怀介绍，这就迫切需要科技突
破，培育更好、更高产的家蚕品种，为国家争取更
多的外汇。而基因资源库是科学研究的基础，这
一时期，向仲怀便在蒋同庆的指导下系统学习家
蚕遗传，与团队一起逐渐扩大、保存品种资源。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与日本等国家蚕业
科技的差距被拉大。彼时，日本以强大的科技实
力建立了蚕桑产业技术体系，近百年来均属蚕业
科学最先进的国家。

“中国蚕学研究有2000多年历史，但研究方
法、研究手段落后，应下大力气改造。”“作为改革
开放后早期派出留学的一员，你要有恢复中国蚕
业领先地位的抱负。”……时至今日，向仲怀仍难
忘怀1982年他被教育部选派去日本信州大学留
学时，临行前学校党委相关领导与他谈话的情
形。

就在赴日前夕，向仲怀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的那一刻，他深深明
白自己肩上的重大使命——振兴祖国蚕业！

在日本期间，向仲怀每3-4个月就完成一个
研究项目。两年时间里，他对日本蚕业科学的现
状趋势、蚕业技术有了深入了解，并广泛接触前
沿科研的新方法，对振兴祖国蚕业科学和产业充
满信心。

学成回国后，向仲怀将带回来的研究材料、
药品和实验器材等，给全实验室共用、共享，并把
人工饲养、电竞及桑多倍体研究等技术交给青年
教师。

“刚回国时，没有资金和实验室，我在蚕室空
道间搭起蚕架养蚕；科研处支持我的启动经费，
我都拿到设备处，他们支持我挑了冰箱、离心机
等仪器。”对于那段苦日子，向仲怀的回忆云淡风
轻。

十年间，西南农学院蚕桑系逐渐成为我国颇
具影响力的蚕业教育科研基地。向仲怀所在团队
培育出多个优质高产蚕品种，有的至今还在使
用。其中夏秋用的新品种“东钟X武七苏”推广40
万张，新增收益 8000 多万元；主持育成“夏芳 X
秋白”累积推广50万张，新增收益上亿元……团
队的成果使家蚕基础研究水平不断提高，新品种
推动蚕业的发展。

1995 年，向仲怀入选中国工程院第一批院
士，也是迄今为止蚕桑科学界唯一一名院士。

跨越
奋起直追 令对手折服靠的是实力

一张长达数米的长卷上，排列着红蓝相间、
长短不一的若干组条码，家蚕基因组生物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有一件特别的“宝贝”——这就是世
界第一张高质量家蚕基因组框架图。它覆盖了家
蚕基因组95%的区域，获得16948个完整基因，其
中约有6000个为新发现。

正是这张框架图，奠定了中国如今在世界蚕
业国际领先的地位，从“跟跑”成为“领跑”。

“地球上的生命千姿百态，而生命的一切奥
秘，都潜藏在基因的碱基序列中。”回忆起当年那
场“硬仗”，向仲怀感慨万千。他告诉重庆日报记
者，家蚕身上有28对染色体，拥有功能基因2万
个左右，其在基础生命体系、能量代谢和遗传方
式上与人类有很大的相似性，也是国际公认的鳞
翅目模式昆虫（70%的农林害虫属于鳞翅目）。

因此，家蚕基因组研究对发展新型蚕丝产
业、生物制药、农林害虫防治以及医学生物学等
领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鉴于家蚕基因组研究
意义重大，日、美、法等国家都投入巨资实施家蚕
基因组计划，把家蚕作为模式生物开展研究。
1996年，向仲怀和中国科大李振刚教授即向国家
提出了第一个家蚕基因组计划，并开始材料准
备。

2000年人类基因组草图发布，开启了生物科
学的基因组时代，家蚕基因组成国际竞争热点。
2001年8月，在法国里昂召开了由日本主导的国
际鳞翅目昆虫家蚕基因组计划筹备会，但作为蚕
业大国的中国并未被邀请。

得知此事，向仲怀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他
带领团队反复讨论，果断启动了家蚕EST（基因
编码蛋白质序列测序）项目，在很短的时间内获
得 10 万条 EST 的测序（当时其它国家一共才完
成3万多条）。2002年在日本筑波召开的家蚕基
因组计划启动会上，团队的成果让与会者震惊，
中国遂以实力协商，达成中日为主合作完成家蚕
基因组的国际合作计划。

但，2003年初，日本政府单方面终止合作，投
入50亿日元的经费独自启动基因组测序，并将
2003年确定为“日本21世纪丝绸之路元年”！

向仲怀彻夜难眠。“科学发现只有第一，没有

第二。如果不抢占制高点，便会处处受制于人。”
回想起赴日留学前夕，面对党旗庄严宣誓的那一
刻，向仲怀下定决心：无论对学科、产业的发展或
丝绸文化的传承或民族精神的弘扬，都要破釜沉
舟拼一场！

来不及等国家立项，向仲怀把实验室多年积
累的1000 多万元“家底”全部拿出来做支撑，与
北京华大基因组研究所联合紧急启动家蚕基因
组测序计划。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那年6月11日，夏庆友教授带队进驻北京华

大，测序仪器以每天产生10万条数据的速度高
速运行；400多名工作人员平均每天工作十四五
个小时，累了困了就在办公室打地铺……

为什么这么拼？
“因为我们知道这场特殊较量的特殊意义。

这是一场为国家和民族的荣誉而战，不得不打、
也必须打赢的硬仗！”，多年后，大家回忆当时的
情形仍激动不已。

8 月 25 日，团队比预定时间提前 5 天完成
550万个测序反应；10月7日，完成组装拼接……
11月15日重庆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中
国科学家绘制完成世界上第一张家蚕基因组框
架图。

2004 年12 月，“家蚕基因组框架图”论文在
《科学》杂志上公开发表。这是我国科学家继完成
人类基因组1%计划、水稻全基因组计划之后，向
人类奉献的第三大基因组成果。这标志着我国蚕
业科学研究步入世界领先水平，打破日本在该领
域长期以来“独步天下”的格局！其后团队又完成
了家蚕基因组精细图、遗传变异图、桑树基因组、
家蚕微孢子虫基因组等一系列重大成果，确立了
我国蚕业科学系统性的引领地位。

引领
耄耋之年 仍带领团队推动产业升级

晨曦中，层层叠叠的梯田上，数十名茶农正
忙着采摘桑茶……这片约 2 万亩的四川省南充
市嘉陵区茶桑基地，是全国最大的茶桑基地，也
是向仲怀带领团队走上“新丝绸之路”的试验基
地之一。

“谋衣者不艰于蚕，而难于桑。”养蚕离不开
栽桑，桑叶品质的高低直接决定蚕丝质量。中国
目前约有26个省份、1000多个县的2000万农户
养蚕，蚕茧和生丝产量约占世界总量的 70%和
80%，丝绸工业年产值超1000亿元。

但由于以往桑叶只能养蚕，一旦蚕丝行情不
好，就会出现蚕农毁桑弃蚕的情况。如此栽桑毁
桑的循环，严重伤农，因此传统蚕桑业模式一定
要改变。向仲怀开始了新的探索。从 2006 年开
始，向仲怀带领团队重走丝绸之路，在全国开展
历时3年的调研，足迹遍及24个省（区、市），与企
业、蚕农等座谈收集蚕桑业的问题和信息，讨论
产业的发展目标。

几年奔波后，以向仲怀为首席科学家的国家
蚕桑产业技术体系提出“立桑为业，多元发展”的
新方向。

“现代蚕桑业不能固守养蚕-缫丝-织绸的

单一模式，必须建立新的技术体系，主动适应国
家发展战略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升级转型。”
2013年，向仲怀带领团队、由何宁佳教授领衔在
世界上率先完成桑树基因组的测序工作，为传统
蚕桑业找到新出路。

1亩桑树桑叶中的蛋白质含量相当于2-3亩
大豆的蛋白质含量；蚕蛹可作为蛋白粉，蚕丝是
极好的生物医学工程材料，桑根做食药两用保健
品……在向仲怀看来，21世纪的“新丝绸之路”应
以现代科技为核心，不能光是缫丝织绸，要形成
茶桑、果桑、饲料桑、生态桑等多元化发展的现代
蚕桑产业业态，让蚕桑业在精准扶贫、生态治理、
新农村建设等国家战略中发挥新的积极作用。

如今，曾是著名“绸都”的南充，在向仲怀院
士工作站的指导下，用3年时间建成了全国最大
的茶桑基地。2018年春，仅收购桑叶嫩芽嫩叶一
项，就为当地老百姓增收1000多万元。

“桑树不仅是一种经济作物，其高度发达的
根系可深入地下数米，即使在新疆一些极旱荒漠
地区也能生长。”已是耄耋之年的向仲怀还到处
给生态桑做“代言人”。在他的努力下，桑树在湖
南、贵州、广西等地广泛运用进行石漠化治理。黔
江区濯水镇等石漠化地区，已探索出石漠化治理
与蚕桑产业发展相结合的路子，当地基岩裸露度
由原来的超过60%降至30%以下。

生态型、多元化、高效益……对于目前蚕茧
量占全国总产量40%的广西来说，正是向仲怀带
领他们承接了国家“东桑西移”工程。

“有一次向院士到百色来，心痛地说，这里
是革命老区，这么多石漠化的地方，不能种玉米
的地方应该种蚕桑。”广西壮族自治区蚕业技术
推广总站原站长胡乐山回忆，在上世纪 80 年
代，中国丝绸的发源地主要在浙江、江苏、广东
等地，但向院士以独特的眼光认为，在东部人力
等成本增加的市场环境下，未来广西更适合发
展蚕桑业。

于是，新品种新技术推广、良种繁育、推广
“猪-沼-桑-蚕”模式……多年来，向仲怀带领团
队全力帮助广西发展蚕业。短短几年时间，广西
的蚕茧量就跃升至全国第一位，一些村屯农民全
年的纯收入中蚕桑收益就占了87%，成为他们脱
贫致富奔小康的好途径。

“在广西农学院蚕桑系临时任教时，向院士
就住在简陋的招待所，兢兢业业地教学；请他来
做市里的顾问，从来不讲多少钱。”胡乐山动情地
回忆，“向院士总是说，我们这一代跟着党搞农业
的人，五六十年代那么苦的日子都过来了，现在
比以前好多了。”

“老师时常告诫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党员，要
时刻不忘振兴祖国蚕业的初心，牢记为蚕农增收
的使命。”何宁佳说，正因为老师的言传身教，上
百人的师生团队里，大约有一半是党员，大家始
终有个信念——就是不断攀登，使中国蚕丝业在
世界的地位更坚实一些。

“斧斤留得万枯株，独速槎牙立暝途。饱尽春
蚕收罢茧，更殚余力付樵苏。”南宋诗人范成大的
这首《科桑》，是向仲怀的座右铭，也是他为蚕桑
业不竭奉献的写照。

据重庆日报

蚕学遗传育种专家向仲怀——

倾情育桑蚕 筑梦新丝路

“这条路改建以后，上来摘水果的游客比往
年增加了 50%以上，园里的花卉苗木也能及时运
出，不但节约成本，还增加我们的收益。”7 月 24
日，在位于东阳街道西山坪村的西山印象生态园
内，园区经理赵小虎一边察看猕猴桃长势，一边告
诉记者。

赵小虎说的这条路名叫东合路，横贯东阳街
道西山坪村，沿线有 2000 多亩蔬果、苗木种植基
地，每当鲜花盛开、瓜果成熟时节，总会吸引众多
市民自驾前往。

然而，这条全长约5公里的“经济线”，路面宽
度只有4.5米，因道路狭窄破损严重，让不少游客
望而却步。2018年开始，区交通局对这条道路进行
了拓宽和油化改造，路面宽度达到6.5米，曾经堵
塞的道路变得通畅，车辆可直接开到蔬果园和苗
木基地。

“这条路修好后，来赏花采果的游客增加近一
倍，不仅促进产业发展，也带动村民增收。”西山坪
村党总支书记唐开平谈到这条路对全村发展发挥
的作用很是感叹。

在一片大山之中的天府镇文星村也面临着
相同的问题。因下山道路破损严重，加上未能全
线贯通，全村与外界相连只有一条农村公路，当
地村民出行需绕道10多公里。2017年开始，区交
通局对这条道路进行扩宽改造并打通断头路，曾
经的机耕道变成了蜿蜒在天府镇青峰山上的一
道亮丽风景，更成为了该村联系外部的一条重要
纽带。

“农村公路是连通镇村的‘毛细血管’，不仅事
关群众出行，还是推动乡村振兴的‘生命线’和‘经

济线’。”区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全面提升农村公路通达通畅能
力，进一步改善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条件，今年以
来，我区以农村居民聚居点、农业产业园及生态
旅游区为重点，加快完善农村路网结构，计划于
今年内完成 200 公里“四好农村路”改造工程。目
前，已完成50公里，在建178公里，涉及到15个街
镇。预计到2020年底，全区将完成518公里农村公
路改造任务。

本报记者 秦廷富 文/图

改造“四好农村路”
打通乡村振兴“大动脉”

图一 航拍东阳街道东合路。
图二 在东阳街道西山坪村，

赵小虎在果林察看猕猴桃长势。
图三 游人在东阳街道西山

坪村采摘葡萄。
图四 东合路改建后，村民出

行、游客上山都更加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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