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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如皋冒氏多才俊，涌现
出文学家、书法家冒辟疆，古文学家冒
广生，诗人、翻译家冒效鲁等。众多如皋
冒氏名人中，不乏科技人才，冒蔚便是
代表之一。

据《经典如皋》等书文记述，1937
年9月，冒蔚生于如皋雪岸。他在雪岸完
成小学学业。因为成绩优异，后考入如
皋中学。20岁那年，他考入南京大学，学
习天文学。大学毕业后，他先后于陕西、
上海、云南三地天文台工作。

从华西到华东，再到华南，冒蔚总
是孜孜不倦地钻研天文学。40岁那年，
冒蔚一心一意从事天文测量学的研究。
整整前后3年的时间，他计算的稿纸，集
腋成裘，装了一袋又一袋；他思索的途

径，布满脑海，更换了一条又一条。终
于，在仅有4平方米的斗室里待了整整
3个星期的冒蔚，想到关键一步，有了重
大突破：完善和衔接起“低纬子午环理
论体系”。几多风雨，饱经风霜，小宿舍
结出了大果子：冒蔚领衔发现的《低纬
子午环研制理论》于1983年8月，顺利
通过国内专家的鉴定。次年1月，《低纬
子午环研制理论》在美国召开的国际天
文学联合会年会上，被他向全球天文学
家公开，引起轰动。会后，国际天文学联
合会去函中国，将低纬子午环命名为

“冒氏低纬子午环”。这与国际编号为
199953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闵乃本
星”（闵乃本：如皋石庄人），交相辉映，
成为如皋科技人才的骄傲。1985 年，

“低纬子午环测定研制理论”荣获中国
科学院重大成果一等奖。于是，冒蔚喜
获“省劳动模范”称号。

正当冒蔚取得成功时，他没有忘记
组织上的恩惠。2021年5月，人民网刊
出冒蔚当年的入党申请书，摘录如下：

经过党的多年培养和教育，特别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组织的教
育和帮助，我对党的奋斗目标和社会主
义事业，充满了信心，决心要……奋斗

终身。
现在我已年近半百，但我要把我下

半辈子的精力贡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贡献给祖国的天文事业。
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了更多地
接受党的教育，依靠组织的力量，把握
住自己的努力方向，更好地把自己的一
切献给党的事业。

冒蔚对党是忠心的，他真心把“下半
辈子的精力贡献给祖国的天文事业”：

1989年，第一个基本满意的子午环产品
问世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低纬子午
环测量仪器诞生了……冒蔚在天文领
域，取得一个又一个骄人的成绩。直至退
休，他还继续在探讨天体测量技术中新
的生长点等课题。他爱党也爱国，他坦言
在工作中有两个基本思想：“1.不愿意跟
着外国人跑，因为跟着走，就永远不能超
过别人；2.中国人不会比外国人笨。”“莫
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有着对党和国家
的赤诚之心，冒蔚至今仍在为祖国的天
文事业默默耕耘。

最近，笔者的一位雪岸出生的老友，
联系上冒蔚。冒老十分开心，他也很关注
家乡如皋。这样一位爱党又爱乡的科学
家，怎能不让家乡人感到骄傲呢？

1934年，马瑾出生于如皋一个大
家庭。她从小到大，成绩优异，个性鲜
明，从不服输。因为喜欢大自然，少年
时代她就憧憬成为一名地质科学家。
1952年，马瑾参加高考，在填报志愿
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将“北京地质学
院”作为了第一志愿。家人考虑地质工
作经常到野外勘探，男孩尚且觉得辛
苦，更何况一个女孩，为此，整整做了
3天的劝说工作，然而马瑾初衷不变。
最终马瑾进入了北京地质学院普查勘
探系。

大学阶段，马瑾如饥似渴地学习
专业基础知识，积极参加野外基本功
的训练，每次地质实习和野外现场考
察，看似瘦弱的她总是跑在前头，看在

前头，对特殊的构造现象总是不停地
向老师请教。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使
她加深了对地质科学的认识，为她从
事地质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8年，马瑾留学苏联。马瑾表现出
色，她爬过大山，去过荒漠，自强自立，
深受导师好评，曾作为中国留学生学
生会主席，代表中国留学生发言。在她
回国时，导师主动向著名地质学家李
四光写了推荐信。

20世纪60年代，马瑾在石油研究
方面提出了岩性组合决定构造变形特
征的新认识，加深了对构造变形规律
的认识。20世纪70年代，她率先开展
了构造变形与地震成因机制及地震前
兆的实验研究，这一研究在我国地震
构造物理学的发展中具有开拓意义。

马瑾的治学格言是：取乎其上，得
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尽管她
的研究以实验为主，但她深知，实验和

理论研究不能脱离实际，因此她十分
重视野外调查。在国内外多个典型褶
皱区、新丰江水库地震现场、国内外典
型活动构造区和邢台、海城、唐山等多
个强震现场，都有她的足迹。丰富的野
外调查为她的实验研究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形成了她独特的研究风格，不断
取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她极为重视
第一手资料的获取，对于研究生论文
的审查，她也重视原始的资料，每个研
究生，她都要抽时间参加其实验或计
算等实际工作。正是由于她的影响，构
造物理实验室形成了严格、务实的工
作传统。

1997年，马瑾当选中国科学院院
士。

向党交心的天文学家——冒蔚
□清歌

编者按：如皋素有“教育之乡”的美名，孕育出众多的科技人才。2021
年10月，又逢如皋科技人才洽谈会召开。为此我们编辑此次“雉水英才”专
辑，回顾他们的科技才华，展示他们的爱国情怀，以及他们的家乡情结。

笔者走进如皋苇航书屋，见到众多
民国旧书，其中两册展现出“皋”人一等
的科技情怀。

一册是民国版“万有文库”丛书的
《探矿》。此书的作者为著名地质学家冯景
兰（冯友兰的兄弟），他有一位得意门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如皋籍的地质学
家韩德馨（1918—2009）。2002年10月，
韩德馨返回家乡，参加“一会两节”。他为
此书题字：怀念我的老师冯景兰教授。他
一生为地质采矿事业作出了贡献！

他是在原如皋丽都酒店写下上述
文字。当时韩老一再表示，觉得丽都酒
店条件太好，增加了家乡政府的负担，
他愿意自费前往小店住宿。这位爱国爱
乡的如皋科技才子，充满了科技情怀，
继承了老师冯景兰的志愿，也为祖国的
地质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另一册民国书是《除虫菊之实验栽
培法》。此书作者是除虫菊种植先驱朱
颂熙先生。朱先生为如皋潮桥（今属如
东）人。民国时期，他在如皋南乡的永安
沙，种植除虫菊取得成功，便自制蚊香，
成功抵制日本蚊香。《除虫菊之实验栽
培法》是他种植除虫菊的经验之作。他
通过此书，将种植新技术，推广给国人，
公然抵制日货，可见他爱国的科技情
怀，跃然“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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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如皋涌现出多位两院院士，
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闵乃本，便是其中名
气较大的一位。

闵乃本（1935年8月—2018年9月），如皋石
庄人，1955年9月，他进入南京大学学习物理，成
绩优异。4年后，便留在南京大学教授物理学，先后
成为该校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其间他前往美
国，成为犹他大学物理系访问副教授。1987年，他
留学东瀛，获得日本东北大学理学博士学位。

一边执教，一边从事科研，从20世纪60年代
开始，闵教授对晶体生长、晶体缺陷与晶体物性
进行研究，屡获殊荣，先后获得何梁何利科学技
术进步奖、第三世界科学院基础科学奖、美国科
学信息研究所(ISI)经典引文奖、国家自然科学一
等奖（介电体超晶格研究）、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晶体生长研究）等。1991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
院士；2001年，闵乃本又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
士。

闵乃本还曾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晶体学会理事
长，国家人工晶体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江苏省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国家“973计划”顾问

专家。2013年，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
命名委员会批准，命名国际编号为199953号小
行星为“闵乃本星”。

作为来自如皋的科技明星，闵乃本一直关爱
着家乡的发展，如皋市档案馆还保存了展示闵乃
本的手迹、巡回讲学、回如参观的照片6张。其中
一张照片展示的内容为：2000年4月28日，他回
家乡考察，被聘为市政府高级顾问，并颁发了证
书。还有一张照片展示了他前往钢球厂视察时的
场景。

那天，闵乃本院士还为如皋市科技创业园题
字。据相关史料记述，如皋市科技创业园是如皋
市委、市政府于2000年建立的综合性科技企业
孵化器。科技园的建立，对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培
育科技型企业，培养科技型企业家，优化产业结
构，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闵乃
本为如皋市科技创业园挥毫题字：创新的摇篮，
创业的基地——为如皋科技创业园而题，落款：
闵乃本，2000年4月28日。

如皋市档案馆保存的有关闵乃本院士的照
片、手迹、报纸等，见证了闵乃本为祖国作出的贡
献，以及他对家乡的关爱。

闵乃本院士为家乡题词
□王勇 白本

【口述与纪实】
李昌钰：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如皋

人。我也出生在如皋，老家越远，乡味
越浓。1985年我第一次回国，讨论过
建立一所刑侦科学博物馆。2015年
初，如皋市选定好建设刑侦科学博物
馆的地址。我表示完全支持。当年3
月，我回到如皋，认真听取新址设计方
案。如皋方面为此做了大量工作，我向
他们表示感谢，又说明创建博物馆的
三点目的：1.能够借助刑侦科学，帮助
社会大众，尤其是年轻学者，学习运用
科学逻辑处理案件。2.能够运用博物
馆，推动观光事业，给如皋带来新的经
济增长点。3.正是我妈妈教导我的：把
家乡如皋带给世界，也把世界带回家
乡如皋。

事情很顺利，博物馆的设计外部，
简洁美观，又具现代化、国际化的感
觉；内部除去传统资料展出，幻影成
像、虚拟现实影像、数字影片等先进的
技术展示，还有指纹打印机、凶案现场
模拟等新颖的展陈形式。整个博物馆
分成长、家庭、著作、成就、收藏、案件
6大核心展区和多功能厅、案件分析
室、培训室、情景模拟室等辅助功能
区。布展工作在预计开馆时间之前，顺
利完工。

2016年11月5日，以我的名字命
名的刑侦科学博物馆在如皋正式开
馆。这是全球首家刑侦科学类博物馆。
当天早晨，我和来自各地的500多名
政法专家、学者，及各级嘉宾，乘车前
往刑侦科学博物馆。开馆的开幕式很
隆重。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广东省人
大、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
究中心、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侨务
办公室、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公
安厅、江苏省人社厅、杭州市人民政
府、浙江警察学院，以及南通市委、市
政府，如皋市委、市政府的部分领导，
以及我的好友范曾先生、董卿女士，美
国刑侦专家学者、大学校长教授，各地
法官等共同出席了开幕式。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领导先发表讲
话，他高度赞许我对祖籍国和家乡的
真挚情感。他肯定我是海外华侨华人
的杰出代表，是美国华侨华人的骄傲，
也是如皋市的骄傲。他希望参加博物
馆开馆仪式的华侨华人继续努力，继
续为中外友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随后，我
发表了演讲，主要谈及捐献藏品的情
缘。美国、台湾、上海等地，都曾向我

“抛来橄榄枝”，愿意为我修建刑侦科

学博物馆。我的心中的首选地一直是
如皋，这源自我对妈妈的爱和思念。美
国鉴识科学协会主席卑特勒大法官代
表外宾致辞：不仅赞扬我对法庭科学、
刑事侦查的贡献，而且表示他为如皋
人民骄傲，他将对世界宣传中华文化、
美丽如皋。演讲结束后，我与亲友为刑
侦科学博物馆揭牌。随后，大家进馆参
观。当日开馆的新闻，中央电视台、江
苏卫视等国内众多媒体，均有相关报
道。

【采访手记】
作为一名如皋的媒体人，笔者有

幸全程参加李昌钰刑侦科学博物馆开
馆的相关活动。李博士给我的印象，聪
慧、健谈、记忆力惊人。还有，印象最深
的是，他对家乡如皋的爱，源自内心，
娓娓道来，绵绵不绝。李昌钰刑侦科学
博物馆开馆时间是 2016 年 11 月 5
日。其实，前一天，即11月4日，李博
士已抵达如皋。当晚，如皋市委、市政
府设宴款待李博士及其友朋。主持人
请他致辞，他左手潇洒地插入裤袋，右
手熟稔地接过话筒，举筒开讲。他的洒
脱，掌控全场；他的爱乡，语惊四座。他
用英文说道：“欢迎大家来到世界上最
美的城市之一——如皋！”一位充满理
性的刑侦专家，说出如此感性的爱乡
话语，足见如皋在他的心目中，是何等
的重要。

也许同是爱乡人，他的演讲总是能
够打动我。至今还记得，他在开馆当日
的演讲。他用带有台湾腔的普通话，真
情流露地说：“我妈妈有个梦，希望回到
家乡……一直没能圆这个梦，今天妈妈
我跟你讲，你一生的事情就在这个博物
馆里，你回到家乡了。”现场的嘉宾，听
了无不心动。顷刻全场掌声雷鸣。

爱由心生，不忘初心。造福桑梓，赤
子情深。今年上半年，李昌钰刑侦科学
博物馆（二期）的创建工作正式启动。年
中，上千件李博士的藏品，已经安全运
抵如皋。新藏品进入展馆后，将成为重
要载体，通过高科技手段，展现出以李
博士职业生涯为线索的世界刑侦科技
发展史，将李昌钰刑侦科学博物馆（二
期）打造成集科技感、现代感、智能制造
感于一体的博物馆。近年来，如皋市以
李昌钰刑侦科学博物馆（一期）为平台，
连续数届成功举办了世界多国刑侦专
家、学者出席的国际刑侦学术会议。随
着二期工程的完成，如皋将成为具有世
界权威性的鉴识科学、国际司法警政教
育的交流中心之一，为国家公安政法人
员、社会大众提供一个学习交流平台。
李昌钰、蒋霞萍伉俪将全力奉献，支持
如皋市委、市政府，早日将李昌钰刑侦
科学博物馆打造成如皋乃至江苏和世
界交流的桥梁之一。

（本文经李昌钰、蒋霞萍伉俪审
定，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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雉水大地，人才辈出。著名农业科
学家、农学家石明松就是其中之一。在

“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研究与应用”研
究中作为“主要完成人”的名单中，袁
隆平排第一，石明松排第二。

1938年12月，石明松出生于石庄
镇凤鸣村，1956年秋，石明松考入湖北
省江汉农学院中专部。1959年，石明松
从农学院毕业，立志献身杂交水稻事
业，主动请缨到艰苦的农技一线工作，
只身来到湖北沔阳联合垸农场。

石明松的杂交水稻研究，经历了
“引进矮秆→跟进三系杂交→发现光
敏感核不育+两系杂交→实现成功跨
越”这样一条艰难探索之路。从引进、
培育适合本地种植的矮秆水稻着手，
引进高产早稻广陆矮4号，经过3年努
力，繁育良种230万公斤，并在沔阳县
内推广，获得普遍高产。

石明松根据湖北早籼晚粳的种植
习惯，将研究的重心放在新方法和粳
稻品种上。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发现不
育株是首要前提。1971年，石明松即
开始在沙湖原种场 2000 多块地、
4000多亩田中仔细寻找不育株。功夫
不负有心人，1973年，石明松终于在
一块农垦58粳稻田边，发现3株不育
株。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探索出晚粳
稻自然不育株产生不育的遗传学密
码，探索晚粳稻自然不育株育性转换
的外界条件，从而找到杂交优势的遗
传规律，为提高粮食产量、品质服务。

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石明松在
湖北、海南两地与时间赛跑，经过10
多年的不懈钻研，石明松积累了大量
的试验数据，终于找到了那打开绿色
生命的钥匙：光敏感核不育水稻是受
1—2对隐性光感雄性基因所控制，具
有长日照诱导不育、短日照诱导可育
的特性。它既可用来与其他常规品系
杂交，转育成多类型新的不育系，组配
成强优组合，又可利用它分离出来的
可育特性进行轮回选择，培育出优质、
高产、多抗新品种。这种同步进行的既
可选育不育系，又可选育新品种的核

不育水稻资源，在国内是首次发现，在
国外未见报道。

1978年，石明松在沔阳县沙湖原
种场选择了一系列籼型亲本材料，进行
杂转新不育系的研究。他测交筛选了
1000多份材料，经过36个组合试验，
杂转出5个性能稳定的新不育系。1983
年，石明松成功实现籼型不育系的转
育，培育出“中籼39”“晚73”两个常规
品系，并相继转育了20多个稳定的早、
中、晚籼粳各种新光敏感不育系。

1988年2月8日，农历腊月廿一，
正在湖北省农科院科技交流站参加学
术会议的石明松因招待所电热水器电
线接反，在洗澡时意外触电，不幸去
世。石明松的突然离去震惊了中国杂
交水稻研究界，中国农科院植物研究
所发来唁电，称他为“光敏感核不育水
稻发现者，伟大的农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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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明松：献身杂交水稻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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