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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

闻花识城。作为中国传统花卉，月
季是我国十大名花之一，别名长春花、
月月红、四季蔷薇等。它是蔷薇科蔷薇
属多年生灌木，花型各异、花姿秀美、
花色绚丽、花香四溢，且开花时间长，
几乎四季常开，素有花中皇后的美誉。

月季起源于中国，在我国有 2000
多年的栽培历史。早在汉代就有记载，
唐宋时期的繁荣发展，使得种植月季
越来越普遍，育种水平也不断提升，培
育出“月月红”“月月粉”“绿萼”等一批
优良的古老月季，尤其是开花性状居
于全球前列，领先欧洲800多年。

我国优质的古老月季被引进欧洲
后，与欧洲蔷薇不断杂交，破解了欧
洲月季花期短且香味淡的难题，并培
育出四季开花的新品种“法兰西”。
之后数百年，多次大量杂交培育出更
多月季品种。目前，全世界月季品种

超过4万个。
月季有一种坚韧不屈的精神。新

的考古发现，月季花是华夏先民北方
系（相当于传说中的黄帝部族）的图腾
植物。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向来不吝惜
对月季的赞美。唐代白居易诗云“晚开
春去后，独秀院中央”。宋代苏轼赞誉

“牡丹最贵惟春晚，芍药虽繁只夏初，
惟有此花开不厌，一年长占四时春”。
月季花语多与爱情、友情相关，不同颜
色的月季花语也不同，它是幸福、光荣
和希望的化身。

月季易于繁殖，适应能力强，耐
寒耐旱，分布区域非常广泛，在我国
大部分地区和世界很多地方，它都可
以露地栽培越冬，深受大家喜爱。月
季被广泛应用于城市街头、道路、社
区、公园等各种绿地，能以规则式、
自然式和混合式在花坛、花架、花带

等处进行景观布置。
在北京，月季适应性非常好，花

期从暮春延续到初冬，甚至在初雪飘
落时，依然能在萧瑟北风中不屈绽
放，强韧的秉性与历经3000年历史的
古老京城相契合。1987年，月季被定
为北京市双市花之一。作为市花，月
季不仅被普遍种植在天坛公园、陶然
亭公园、北京植物园等各大公园，更
是积极参与各项重要历史事件。1990
年北京举办亚运会，丰花月季品种被
大力推广。2008年北京奥运会，月季
不仅成为颁奖花束重要花材，还在三
四环道路隔离带营造出月季花墙靓丽
景观。2016年北京世界月季大会，月
季更是以主人翁姿态迎接五湖四海的
国际友人。

除此之外，河南郑州被称为月季
城，1983 年，月季被定为郑州市市花。

素称“月季之乡”的天津，1984年，将其
定为天津市市花。1985年，月季被定为
江西南昌双市花之一。1997年，月季被
定为河北石家庄市市花。

身兼数座城市市花的月季，无疑
是众望所归的体现，相信顽强不屈、坚
韧不拔的月季，将会继续展现奋发图
强、不断进取的精神风貌。

坚韧不屈的月季
●李 俊

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6月24日上午
在京召开。东北大学 2 项成果荣获
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东北大学
作为第一完成人和第一单位主持完

成的“大型金属坯料制备电磁调控关
键共性技术开发和应用”项目获得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东北大学主
要完成人是王强、乐启炽、王向杰、刘
中秋。其中，乐启炽教授为大田县人。

乐启炽是大田县石牌镇人，东北
大学材料电磁过程研究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副主任，辽宁省电磁冶金工程
实验室主任，辽宁省镁合金工程技术
中心主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高级会
员和铸造分会常委，中国材料研究学
会镁合金分会常务理事。他主要从事
镁合金及其成形领域相关研究。主持
完成国家和省部级课题10余项，授权
专利80余项，研究成果镁合金电磁铸
造技术广泛应用于国内各相关企业。
曾获省部级科技发明一等奖2项、二
等奖1项和市科技二等奖1项。

乐启炽和他的研究团队瞄准国
际科技前沿，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战略，取得了具有原创性的科
研成果 。

乐启炽教授长期关注研究先进
镁合金技术，镁是我国具有资源优势
的金属材料，近年来受到国家和材料
研究人员的高度重视。镁合金作为最
轻的金属结构材料，是轻量化的重要
材料选择，被誉为“21 世纪的绿色工
程材料”。镁合金具有比强度和比刚
度高、震动阻尼容量大等优良特点，

在国防军工、航空航天、交通运输、消
费电子、生物医药等领域具有广泛的
应用，同时其耐碱蚀和易溶蚀等特性
又使其在建设模板、石油开采、凹凸
版印刷等领域显示出独特的应用优
势。如何通过其新材料开发和新技术
的应用，进一步充分发挥其物理与化
学特性，克服其存在的不足，是镁合
金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为加强先进镁合金材料及其先
进铸造技术的应用推广，此前在东北
大学举行的中国铸造活动周期间，中
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联合东北
大学材料电磁过程研究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举办“ 先进镁合金铸造技术
与应用”论坛，担任分论坛主席的乐
启炽教授，邀请来自于国内权威高
校、科研机构及企业界的知名专家，
针对镁合金加工成形所涉及的材料
研发、铸造技术及装备开发与应
用、表面防护及镁合金铸件的应用
等方面，与业界同仁进行深入交
流，探讨未来我国镁合金铸造产业
的发展方向。（图片来源：东北大学）

（明 河）

大田籍教授乐启炽
获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5 月 11 日，在尤
溪县梅仙镇下保村再
生稻种植基地，工作
人员忙着调试植保农
作物病虫害智能化
田间监测设备，项目
配套设施建设进入
收尾阶段。

尤 溪 是 国 家 级
农作物有害生物预
警和监测区域站，为
做好农作物病虫害
测报预警工作，今年
4 月，尤溪在全市率
先开展植保农作物
病虫害智能化田间
监 测 系 统 建 设 项
目。目前，已设置梅
仙镇下保村、溪尾乡
长华村、管前镇鸭墓
村、洋中镇龙洋村 4
个监测点并完成智
能化设备安装，实现
全县不同海拔高度、
不同水稻类型田监
测全覆盖，5 月下旬
全面投入使用。

病虫害防控贯
穿水稻全生育期，此
前，植保测报主要靠人工，由虫情测报灯
诱集害虫后，人工辨别害虫种类、计算害
虫数量，以预测病虫害发生的轻重情况及
最佳防控时间。同时，为了解病虫害发生
情况，植保人员要走遍不同类型田，随机
调查田间发病情况，加权平均测算全县水
稻病虫害发生程度，不仅花费大量人力物
力，还存在效率低、数据不够准确等问题。

“有了这套新系统，可以实时监测水
稻病虫害发生情况，自动综合分析危害程
度，为农户提供更加精准的防控指导。”尤
溪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副站长柯玲介
绍。新系统利用物联网技术，将过去模糊
的种植经验数据化、信息化，把仪器自动
采集到的湿度、雨量、水位、害虫、风力、风
向、气温等综合信息，用传感及成像技术
汇集到云端，建立农作物田间数据库，农
技人员打开手机或电脑就可查看虫情信
息，实时了解病虫害发展态势，及时为广
大农户提供精准有效的防控指导。

“以后植保部门能更加及时地向我们
反馈虫情信息，帮助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
质量，合作社员们种田也更放心了。”尤溪
县洋中镇龙洋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
名旺说。

农作物病虫害是农业生产管理的一
大难题，不仅给农户造成大量损失，也促
使农户加重了农药的使用。为此，尤溪还
在全县布设了8个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监测
点、16个农药使用监测点和15个玉米草地
贪夜蛾监测点。“接下来还将在西城镇麻
洋村安装专门针对稻飞虱、二化螟等害虫
的智能测报系统，通过科技力量，为主要
农作物精准防控提供有力保障，为农药减
量化行动建立坚实基础。”柯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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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高亚煌，便给人留下为人坦
诚的印象；再与其交往，便有一见如故
的感觉。

高亚煌祖籍安溪县虎邱镇，其家
乡盛产铁观音茶叶，闻名海内外。从
他祖父开始，便种植40多亩茶园，经过
精心呵护，制茶技艺不断提高，他父亲
也跟随祖父料理茶园，茶艺大有进
步。他平时经常跟父亲到茶园施有机
肥、耨草，小小年纪就对茶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他了解到要制好茶不是件容
易的事，特别是土壤肥力和光照情况
是先天具备的关键所在。

高亚煌中学毕业就全身心地投入
茶园里，通过父亲的传授，掌握了制茶
技艺，从而对茶练就坚实的灵敏嗅觉
和望、闻、品、沏等鉴评茶质量的扎实
基础。他决心在制茶行业闯出自己的
一片天地。然而，单一制作铁观音茶
叶，无法满足他的远大理想。巧的是，
当年大田县在政府的号召下，广大茶
农正大面积种植茶树。全县海拔1000
米以上的高山有175座。他亲临考察，
那峰峦叠翠，云雾缭绕，甘泉潺流的荒
山果真是种茶的好地方。

2005 年，高亚煌在大田县城关开
了一家“月春茶行”，所经销的茶叶大
都是安溪铁观音系。其间，他常去茶
山向茶农了解茶叶行情。有一次在茶
山偶遇一位来自台湾的研茶专家。这
位专家从实践到理论都有独到之处，
制茶过程也非常严谨。通过与专家交
流，他发现这位专家的制茶过程与他
原有的制茶过程有着天壤之别。善于
品茶的高亚煌有着对制茶精益求精的
渴望，不断请教专家，不理解的地方虚
心求教，发现存在问题及时改正，直到
将制茶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专家看他
真心实意研制茶艺，便毫无保留地手
把手传授制茶技术。在专家传授的技
术基础上，他不断研究，不断创新，钻
研制茶工艺颇有心得体会，做到融会
贯通，技艺更上了一层楼。

这时候，高亚煌遇上一位文江乡

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他们一起在昭
文村高山寨海拔840－900米的荒山上
种植了近300亩茶园。经过几年的辛
苦栽培，他们硬将杂草丛生的荒山变
成绿油油的茶园。等到采茶季节，映
入眼帘的是一座座梯田式的茶园，茶
园清香溢出，看着让人喜悦。身入其
中，犹如欣赏一幅幅美妙的山水画面，
顿时心旷神怡。根据不同气候，可以
生产红茶、白茶、乌龙茶、美人茶等不
同品种的茶叶，每年产量约6吨。在茶
厂，他亲自把关一道道加工工序，同时
结合祖传技艺加以创新，使茶艺不断
提高，制茶技艺不断升华，生产出的乌
龙茶在口感上有独到之处，备受消费
者青睐，市场供不应求。

美人茶，是大田县茶叶的代表。
人们将不同地块的茶青分别加工，反
复试验，在原有的制作基础上认真钻

研，加以改进，发现种植阳坡的茶叶以
“果香、蜜香、花香、甜香、嫩香、
幽香”而使人称赞。绿色无公害的爽
口茶让人一日都离不开。这些都要归
功于他平时的细心观察。茶叶外表芽
头肥壮，叶质柔道，茸毛甚多，形态
优美，自然卷缩，紧致成条，千姿百
态。开水一冲，茶叶呈明亮鲜红的
白、青、褐、红、黄五色，茶味独
特，茶汤呈现明亮清澈的琥珀色、橙
黄色。当沸水入瓷杯，叶芽舒展，旋
转飞沉，饮后不苦不涩，散发清香，
入喉甘醇，甜蜜爽口，芳香萦绕，口
留余香，而且耐泡，因此销量倍增。

高亚煌经过数年的不懈钻研，现
在他的茶艺技术独树一帜，名声渐渐
广为传播。此时，吴山乡科山村有一
茶农，种植100多亩茶园，由于加工过
程技术不到位，茶叶品质不好，销路成
问题。他打听到高亚煌是制茶高手，
便慕名前来学艺。高亚煌被他诚心所
感动，亲临茶园指导，言传身教，将制
茶步骤一一传授。不久，他的制茶技
艺有了很大提高，茶叶销量猛增。勤
劳的汗水装满了鼓鼓的腰包，茶农笑
逐颜开。同时，高亚煌经销所需的茶
叶也向这位茶农订购。

忙碌之中的他利用闲暇之余，不
断学习，自我充电，继续攻读茶文化大
专知识，力争学到至臻完善。

茶 匠
●张少清

映象

新探

工作人员在梅仙镇下保村安装病虫
害智能化田间监测系统

科普

乐启炽（左三）和科研团队合影

月季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