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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博士李向东：

做农业，是我一生不舍的情怀

“人生是短暂的，而事业却
是永恒的。”和土地打交道几十
年，尽管工作十分辛苦，李向东
内心却始终燃烧着一团火，对农
业科研热情不减。而他的初心，
也在一组数据中得到了见证，在
李向东的带领下，小麦示范田最
高产量能达 800公斤，高出全省
平均产量约 40%；很多县的小麦
平均单产已经突破 500公斤，远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病虫害和气
象灾害对小麦产量的影响已减
少10%至30%。

当前，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让
河南小麦更有奔头。作为一名
长年在基层扎根的农业科技工
作者，李向东也有新的研究课题
和努力方向。

李向东认为，农业中的新质
生产力就是在现有生产要素基
础上，将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
术融入传统农业产业，不断创
新研究传统生产要素与新技术
相结合的新组合、新模式，形成
以智慧化和绿色化为核心的新
质生产力，实现传统农业向现
代农业的转变提升，科技支撑
我国粮食大面积单产提高，打
造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
的根本保障。

“现代与传统的融合就是未

来，这种融合也是接下来我们研
究的方向之一。”李向东举例说，
目前遥感和无人机对农田环境
和作物长势的判断越来越精准，
这个过程需要的是人工智能和
传统农业等多个不同领域的跨
界合作。比如无人机根据地块
缺肥情况的精准识别和变量施
肥，就需要大量准确的专业的农
田环境数据来进行支撑和模拟。

“在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下，
通过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
政策等综合应用，未来河南粮食
生产会朝着规模化、机械化、智
能化、绿色化的方向发展。”他
说，在产业层面，会更加注重一
二三产的融合和乡村产业全链
条升级；在技术层面，会更加注
重现代新兴技术与传统农业技
术的高度融合；在生产层面，会
更加注重生产能力、生产效率
和生产效益的同步提升。要面
向具体应用场景，在现有生产
要素配置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研究传统生产要素与新技术相
结合的新组合、新工艺、新流
程、新模式，以此来实现小麦产
业的转型升级，提高整个小麦
产业的质量效率，实现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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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情怀，用发展的眼光看田野

起初，对于各个地方的农民来说，
李向东推崇的农业技术推广并不被
广泛接受。“一开始到基层农民肯定
不接受，都说‘我们种几十年地了，
你在我地里试验可以，你试验的话
你要包产量。’”李向东说，当时就是
想用诚心帮助到农民，就许下必保
增产的承诺，果然，几乎每亩地都能
增产 30%。

南阳方城的一位老大爷守着 10
亩地，从60多岁种田到快80岁。在采
用李向东团队的种植技术后，每亩地

粮产量都增加了二至三成。“大爷还经
常给我打电话，让我没事过去看看长
势。”在技术推广过程中，李向东交了
很多朋友，在一些关键时期，农民朋友
到地里拍个照片、发个视频，让李向东
给诊断一下苗情长势，看看有没有问
题，需不需要采取什么措施。

从事农业研究技术几十年，李向
东带领团队研究，化肥有机替代达
20%至30%，节水达20%，有效地保护
和提高了土壤地力，增强高产和持续
生产的能力。

李向东在田间和小麦种植户一起诊断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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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东团队通过视频互动指导农户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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