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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彦宾长于河北的一个乡村中，
“小时候，村里不少农户都是种植结球
甘蓝（俗称包菜）。当时有位院士，研

究培育出不少结球甘蓝品种，让
大家都能种上优质的结球甘蓝，

我那时特别崇拜他。”
高考选专业时，他毫不犹

豫地选了设施农业科学与
工程。“我不觉得每天和泥

土打交道有什么不好和

辛苦，不下地倒觉得不踏实。”他说，也
许是家中排行老大的缘故让他更能吃
苦，能担负更多的责任。

2015年，从中国农业科学院毕业的
博士生苏彦宾加入了中农富通园艺有
限公司。他从技术员做起，先后经历了
主管、副经理、经理的从业过程。目前，
苏彦宾主要负责基地国内外家庭园艺
新奇特品种的引种、鉴定、育种、繁育及
种子种苗售卖、创意栽培、新设施、新设

备的引进及研发。他主持北京市优秀
人才项目1项，通州区科委项目4项，入
选通州区杰出青年科技工作者，参与北
京市农业景观休闲项目 2项，获得河北
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培育羽衣甘蓝
新品种两个，结球甘蓝新品种4个，第一
作者发表论文 20余篇（SCI 5篇），发明
专利两项，实用新型专利16项。

多年的坚持，终于让他成为了小时
候自己最崇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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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与苏彦宾约采访时的场面有些尴尬第一次与苏彦宾约采访时的场面有些尴尬，，他说这两天温他说这两天温
室里的幼苗正忙着浇水室里的幼苗正忙着浇水，，要等浇完水才有时间要等浇完水才有时间。。对于他这种看对于他这种看
似不通情理的回答似不通情理的回答，，公司的公关同事赶紧帮忙解释公司的公关同事赶紧帮忙解释，，他有点他有点““一一
根筋儿根筋儿””，，万事都没他的植物们重要万事都没他的植物们重要。。有时候大家也会提醒他有时候大家也会提醒他，，
既然是科研人员既然是科研人员，，搞好种子培育就行了搞好种子培育就行了，，种植这些事没必要样样种植这些事没必要样样

都亲力亲为都亲力亲为。。苏彦宾却说苏彦宾却说：：““交给别人交给别人，，我不放心我不放心，，每关都自每关都自
己把控己把控，，我心里才踏实我心里才踏实。。””

从事农业多年的他从事农业多年的他，，到公司两年后到公司两年后，，进入新成立的育种进入新成立的育种
研发部门研发部门，，成为一名科技含量满满的成为一名科技含量满满的““新农人新农人””。。作为巨作为巨

型南瓜的育种师型南瓜的育种师，，他带队创造了他带队创造了10001000
余份种质资源余份种质资源，，成功育种特色品种成功育种特色品种

200200 多份多份，，是副中心小是副中心小
有名气的有名气的““种子博士种子博士””。。

破纪录
巨型南瓜660斤

40岁的苏彦宾，身材清瘦，脸上刻着岁月的痕迹，双
眼透出坚毅的光芒。黑框眼镜架在鼻梁上，增添了几分
书卷气，悠闲衬衫+运动裤+运动鞋，看起来简单又舒服，

“这么穿干活不累，弯得下腰，蹲得下去。”苏彦宾说。
2015年，苏彦宾从中国农业科学院博士毕业，此后走

进副中心农企——中农富通工作。9年来，他累计引进及
创新国内外特色种质资源上千份。同事们感激他的贡
献，亲切地称他为“种子博士”。

今年，中农富通的巨型南瓜再破纪录。“直径超过1.3
米，重量有660斤，打破了往年的纪录，这也是我们苏博士
培育出来的。”中农富通科技园副总经理甄卞介绍道，公
司引入巨型南瓜品种已超过7年，随着种植技术的不断提
升，近3年来已经收获超过百斤的南瓜100余个。经过多
次革新改良，如今的南瓜抗腐败性更强，通过后期加工，
可以成为工艺品长期保存，商业价值不断提升。

培育出超过百斤的南瓜，种子是其中的关键。苏彦
宾介绍，巨型南瓜的种子是通过引进最先进的太空育种
方式进行培育，经过多年技术革新，可以让南瓜结得更
多，长得更大。巨型南瓜根据形状、颜色分为多个品种，
具有良好的收藏及观赏价值。

在南瓜种植的过程中，日常的照料也饱含学问。苏
彦宾介绍，为了保证南瓜的品相以及生长速度，首先要为
它建一座适合生长的“大房子”。巨型南瓜适合进行冷棚
种植，每个冷棚培育的密度不宜过大，当南瓜栽种时，需
要在下方挖一个 1立方米左右的坑，并填充足够肥料，有
了合适的“房子”，南瓜将会在未来的几周内茁壮成长。

苏彦宾说，种南瓜就像养孩子一样，需要 24 小时照
料，每天都要对它的枝叶进行修剪，观察它的生长发育状
况。由于南瓜长势较快，每天都能以十余斤的速度生长，
最高生长速度每天能长三四十斤，科学施肥是其中的关
键，工作人员每隔两天就要根据不同南瓜的情况进行施
肥，做好养料供给。

作为一名“种业芯片员”，巨型南瓜等神奇植物的成
长秘密，都被苏彦宾收录在实验室里。

种子储藏柜，被大家视若珍宝的巨型南瓜种子就在
这里保存着。拿出一颗种子，苏彦宾对比道：“巨型南瓜
种子是普通南瓜种子大小的六七倍，我们从 2018年开始
培育巨型南瓜，这几年来一直向更大的目标培育，这也
是为了满足特殊场合的应用。今年，我们培育的南瓜已
经从最开始的 200 多斤，长到 660 斤了。”虽然巨型南瓜
口感不如普通南瓜，但是也可以作为饲料使
用，产量也不错。

这几年，除了巨型南
瓜，他还培育出了特
色甘蓝、飞碟南瓜
等创新农产品。

早晨来到公司上班后，苏彦宾都要到他管理
的14个大棚一一检查。最近哪个棚里的幼苗要
浇水了，要授粉了，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吊蔓、绕蔓、落秧、整枝和打杈……每天上
午，苏彦宾都要多次往返大棚、种子储藏室、研
发温室。“有时候一抬头一上午就过去了。”每
种植物的生长期他早已熟记于心。“比如 3 到 5
月是甘蓝类植物的生长期，在给羽衣甘蓝人工
授粉时，我每次都要用镊子将花蕾一个个剥开，
再给柱头抹上花粉。”在种菜这件事上，苏彦宾
样样亲力亲为，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材料和组
合种子，每天他和团队的成员们需要剥上万个
花蕾，手指甲缝里都残留着植物液和泥土，“每
天回家都要花费很久的时间才能把指甲里的泥
清洗干净，但这就是我工作的日常，已经习以为

常了。”
虽然蜜蜂是农

业人的好伙伴，但苏彦宾和蜜蜂
的关系却不大友好。“我得保证棚
里没有一只蜜蜂。棚里这么多品种，通过蜜蜂授
粉，就会影响植物种子的纯度。”在和蜜蜂战斗的过
程，他身上也挂了不少彩，胳膊常常被蜇肿。

做农业的都知道，每年夏天是最难熬的。“夏
天大棚里的温度能达到 40多度，进去一会就一
身汗。”苏彦宾说早就习惯了。

眼下，棚里的丝瓜已经接近尾声，大白菜
开始“抱心儿”，芹菜长势正旺，油菜又嫩又
绿，育苗棚里，新培育的种苗长势良好，“每天
转一圈，看到它们健康长得好，心里就多一份
踏实。”

实验室，是苏彦宾最常去的地方之一。
和传统印象中摆满瓶瓶罐罐、各种仪器的实验室

不同，他的实验室里堆满了各类牛皮纸袋，袋子上用铅
笔记录着文字和数据。“不同的种子进行编号之后，要
装到袋子里，牛皮纸袋可以防湿防潮。”说着，他抽出一
个纸袋，介绍起袋子上的信息来，“比如这一袋种子，就
是2022年的品种，名字叫白亮，是一个南瓜品种，当时
在田间的编号是第20号，种子重量为152克。”

一进门，就有两个“大冰柜”。“这是低温冷藏柜，
也是种子储藏室，可以对育种材料进行低温保存，防
止存放时间太久而影响种子的出芽率。”每天上班，苏
彦宾都要打开冷藏柜翻查一下，主要看看种子的温度
和湿度是否正常。

他所在的部门，是2017年组建的，主打育种。“一

年四季，除了冬天，不同种子的成熟期不一样，采收期
也不一样，我们的工作就是将采收回的种子在实验室
加工、考种、装袋、登记、编号、入库……”说起种子，苏
彦宾滔滔不绝，在他看来，“育种”是一件特别有意思
的事情，需要不断挖掘、创新，耐下心，沉住气，选好的
种子要根据不同的时令播种、移栽及后期管理、授粉，

“我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什么博士，就是踏踏实实种
地。”苏彦宾说。

但要把菜和瓜种好，是需要真本事的。做农业，
种子是关键。苏彦宾会和团队成员一起研究优质特
色的种子，不断地测试、筛选。截至目前，在他的带领
下，这里已经培育出 1000多份种质资源，包括瓜类、
辣椒类、叶菜等，成功出品、上包装的已经有 200 多
个，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种质资源“卡脖子”。

新农人
每天剥上万个花蕾

育种师
培育千余份种质资源

种子梦
变成自己最崇拜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