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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人问我，‘你是怎么平衡教

学、科研和科技服务工作的？’我说我从来

没有觉得这是三件事，这本来就是一件

事。”62岁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

学院二级教授黄丽丽在农业植保领域工

作已整整45年，说起她自己都干了哪些

工作，她说就是“一件事”——农业植保。

在陕西，凡是种有苹果或者猕猴桃的果

农，几乎没有不知道黄丽丽的。虽然她获得

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创新争先奖”等

多项荣誉，但她却反复说，自己没有三头六

臂，只是尽了职责，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国家

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要对得起

国家，对得起农民，对得起子孙后代。能为

国家农业发展做一点事，是我的幸运。”

传承与帮扶的故事，已经广为传颂。

这次，我们想换个角度，用她习惯的、朴素的

方式，具体谈谈黄丽丽和她的“一件事”。

回归·执教

“如果你是一棵白杨，她会让你伟岸挺

拔；如果你是一朵玫瑰，她会让你美丽芬芳。”

——广东省科学院南繁种业研究所
研究员高小宁

黄丽丽的职业曲线，可以画作一个闭

合的圆。

1982年，黄丽丽从西北农学院（现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系本科毕业，在

陕西省果树研究所做实习研究员。在果树

研究所的三年，她发现生产上有太多需要

解决的果树病害防控难题，深知我国需要

一大批懂理论、善技术的植保专业人才。

黄丽丽做出了决定。

1985年，她回到母校，第一次站上讲

台，再次走进熟悉的实验室，踏上执教之

路，回归育人初心。

《农业植物病理学》是植保专业本科

生的核心课程，其专业性、实践性、时效性

都很强。为了让学生对实际生产问题和

内在科学问题有更深入的认识，激发学习

兴趣，从执教第一天起，她一直亲自带学

生在麦田、果园、菜地实践。

“大学的第一要务就是育人，我不能拿

本书在这儿反复讲同样的内容吧？那我讲

的东西哪里来？必须从实践中来。”黄丽丽

以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让她对自

己高标准、严要求，对每一分钟的讲课，每一

次实验实习以及每一位学生都极其认真。

“如果你是一棵白杨，她会让你伟岸

挺拔；如果你是一朵玫瑰，她会让你美丽

芬芳。”高小宁是黄丽丽众多得意门生中

的一位，如今她已在广东省科学院南繁种

业研究所挑起大梁，“黄老师对我们最大

的影响，就是培养了我们坚韧的性格，遇

到困难勇于啃硬骨头。”

有教无类，人人可教。根据每个学生

的特点，黄丽丽都会想方设法提供成长平

台、资源和机会。她把教学目标与学生兴

趣、国家粮食安全和地区特色经济作物布

局、国家和民生需求相结合，以病虫害特

点、最新研究成果、防控新技术和新产品为

教学切入点，综合应用多媒体、标本、模型、

现场示范观摩等多种手段开展教学，使内

容多而杂、难学懂的课程变得生动易理解。

黄丽丽还总结出了“三因”“四类”“五

结合”的教学模式：因人、因地、因病施教的

教学理念，案例型、研讨型、问题导向型、任

务驱动型的教学方法和教师与技术员、教

学与研讨、课堂与田间、虚拟与现实、中文

与英文相结合的课程教学体系，全方位提

升学生“认准病、防未病、治已病”的能力。

“黄老师总是能点燃学生的学习欲

望，激发学生的专业热情。”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青年教授冯浩说，“她的小课堂总是

有民生大问题。在引导学生对病害流行

致灾及科学防控认知的同时，爱国爱农的

种子已悄悄埋在我们心里。”

从教以来，黄丽丽坚持为本科生授

课，尽管经验充足，但每一堂课她都会像

上新课一样做足准备，补充完善课件避免

任何错误，尽力将最新课程内容以最准确

和最精彩的形式呈现给学生。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黄丽丽先后培

养研究生、留学生90余名，本科生 2000

多名，学生评教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多次

荣获“学生最喜爱的老师”称号。经她指

导的研究生，获陕西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2人、宝钢优秀学生奖1人、植物病理学创

新奖4人、国家奖学金4人。

从助教到教授，从青丝到华发。黄丽丽

为植物病理学教学积累了大量财富。她主

持建成了农业植物病理学课程教学网站，建

立全英文、双语和汉语三套网络教学体系，

主持获批陕西省教学团队、省级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和首个国家级植物保护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中心，主讲课程《农业植物病理学》

先后获批省级精品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

程、双语和全英文示范课程以及首批国家级

一流本科课程和国家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我看了今年的课表，黄老师教学课

时超 80 学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

保护学院副教授刘巍说。

坚守·农服

“黄老师解决了我们果农的老大难问

题。以前只是对病菌‘作案’后的现场进

行‘打扫’，治而无防，现在提前阻‘敌’于

家门之外，有治更有防。”

——陕西乾县梁山农夫果友苹果农
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新发

从时间看，20世纪50年代开始，苹果

树腐烂病的防治国内外就已展开大量研

究工作，但防效甚微。从空间看，我国是

世界最大的苹果生产国，面积和产量均占

全世界50%以上，腐烂病已成为影响苹果

产业发展的最大障碍。

摆在面前的都是挑战。

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和引领，是时候

把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自己的所学进行

潜心研究了。黄丽丽深思。

2000 年，黄丽丽带领团队瞄准解

决我国苹果树腐烂病发生与防治中的

关键问题，历时十余年首次深入系统

揭示了病菌群体结构和进化关系、致

害机理和流行致灾规律，发现病菌侵

染和传播时空规律，找到防控关键时

期和位点，设计出以果树残体资源化

利用减菌源、以精准用药阻入侵、以改

土增肥提抗性的“减-阻-抗”三道关

键技术防线，创建了苹果园重大病害

防控新技术体系。

依据“减-阻-抗”三道关键技术制订的

“苹果树腐烂病防治技术规程”和“有机苹果

生产质量控制技术规范”作为行业标准被农

业部颁布实施，技术辐射全国70%的果区。

条件不成熟时，她始终蓄力；条件成

熟时，她抓紧出击。

“科研只有解决生产中的难题才有价

值。”讲台、实验室外的黄丽丽，脚上的鞋子

常常沾满泥土。

她带领团队把教

学、科研与农业

生产紧密结合，

一方面坚持在科

研过程中教书育

人，一方面坚持

用科研成果指导

生产实际。

科技助农的成效因此凸显。2016年

至 2018年，两项技术推广面积达 1923

万亩，挽回产量 174.7 万吨，累计为果农

增收节支94.5亿元，并获2018年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陕西乾县梁山农夫果友苹果农民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新发对此高度认可：

“黄老师解决了果农的老大难问题。以

前只是对病菌‘作案’后的现场进行‘打

扫’，治而无防，现在提前阻‘敌’于家门

之外，有治更有防。”王新发合作社的近

千亩苹果矮砧密植园是黄丽丽科研团队

在陕西建立的防治示范基地之一，防病

效果达80%以上。

黄丽丽办公桌对面墙上有一面锦旗，

是杨凌异香园家庭农场主汤长琪为表感

激之情赠送的。而她获得的国家、省级等

各项荣誉，都放在身后的书柜里。

汤长琪是陕西省杨凌示范区五泉镇

汤家村人，年轻时，为了多挣钱让家人过

上好日子，扔下“铁饭碗”去了南方，奔波

几载，思乡心切，2001年回到家乡。2011

年，猕猴桃产业蓬勃兴起，他便筹钱筹地，

建起了50亩的水果农场。

初战告捷。正当汤长琪憧憬未来时，

2017年，猕猴桃树溃疡病在果园爆发。

“死树一车一车往出拉。”汤长琪的心情跌

落谷底。

(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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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2022年3月26日，黄丽丽(左)在陕西省武功县指导

果农喷淋猕猴桃主干大枝，此时她腰部还束着胸腰椎固定

支具。（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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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9日，黄丽丽（前排左二）在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指导果农。（受访者提供）

▲ 黄丽丽（中）指导研究生做实验。（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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