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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家庆家里，老伴正在整理他的遗物

何家庆生前倾注了大量心血的瓜蒌产业已
实现规模化、现代化生产

何家庆生前蹲在地上查看瓜蒌子质量

在瓜蒌种植基地，种植户们喜获瓜蒌丰收

朴素传奇一生
走遍山川江河

与共和国同龄的何家庆出生在安庆

市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国家的资助

和老师同学们的接济中，他从小学一直

读到了大学。成长经历磨炼了何家庆顽

强的意志，也让他深知贫困的痛楚，把扶

贫作为终身事业。

何家庆朴素传奇的一生，走遍山川

江河。1984 年，何家庆独自一人自费徒

步考察大别山植物资源，在大别山区走

了 225 天，足迹遍及安徽、湖北、河南三

省大别山属19个县，行程25360余里，搜

集各类植物标本近万份，为中央实施山

区星火计划提供了依据。1990 年他在

绩溪县担任科技副县长，曾步行 800 公

里，跑遍了 23 个乡，采集植物标本 1536

件，举办了别开生面的绩溪县野生植物

资源展览。1991年，绩溪县遭遇洪灾，何

家庆顶着狂风暴雨，四处奔波指导救灾，

几次晕倒在水中。在水灾严重的荆州乡

松烟塘村，他捐出 1000 元钱，在留言中

写道：“对于贫困山区人民生活，我有一

份责任，虽没有力挽巨浪之臂，却有一颗

火热的心。”1998年，何家庆怀揣积攒14

年的积蓄 29000 元，历经 305 天，行程

31600 公里，其中徒步行走 8000 公里，

途经安徽、湖北等八省市，108个县，207

个乡镇，426 个村寨，为贫困县和贫困乡

村，为沿途百姓进行各种魔芋种植的培

训指导无数次，受益两万余群众。2016

年 4 月 18 日，已退休几年、68 岁的何家

庆开始了他的第三次“远征”，至2017年

2月11日结束，持续工作300天，自费前

往 17 个省区考察瓜蒌、魔芋等作物，途

中与地方政府人员、栽培大户、经营业主

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举行了不同形式的

报 告 会 、座 谈 会 、培 训 会 41 场 ，行 程

48900公里，步行5860余公里。

退休后的何家庆又把目光投向了新

的产业——瓜蒌种植。他搜集了全国各

地瓜蒌栽培区、瓜蒌园的分布情况、栽培

管理现状等，退而不休，奔波忙碌在田间

地头。今年 7 月噩耗传来，在赴潜山扶

贫调研途中，何家庆突然晕厥被送至医

院，一经检查，人们才惊悉何教授已是癌

症晚期。面对病魔肆意的摧残，何家庆

仍然放不下他毕生的扶贫事业，直到生

命的最后尽头，他还在抓紧最后的时间

撰写调研报告……

走遍山川江河 毕生只为一件事
记何家庆心系百姓科技扶贫之路

“我走了，似风、似电、似雷鸣，一触、一撇、一闻声，一瞬即

逝，那一刹，可有亦无痕。”10月19日“魔芋大王”何家庆因病遗

憾离世，他生前艰苦朴素，走遍山川河流，只为潜心研究，寻找脱

贫途径，将一生奉献给了科技扶贫事业，去世后又捐献出眼角

膜，让山区的孩子重见光明。何家庆教授生前先后获得“安徽省

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第七届扶贫状元”“全国优秀科

技工作者”“全国师德先进个人”等荣誉和称号。2019年10月获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记者 叶佳超/文 王恒/图

至诚至坚博学笃行
为人师表言传身教

几十年如一日，何家庆的科研事业一直在前行。他将

“至诚至坚博学笃行”的安徽大学校训践行得淋漓尽致。“何

老给人的印象是生活上朴素，一直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中

山装。学习上刻苦，在植物分类学领域刻苦钻研，亲自绘

图，发现植物新品种，向老教授请教，还自学拉丁文。工作

上务实，事情做细做实，一丝不苟。最可贵的是一生做一件

事，这需要至诚至坚的精神和毅力。”何老的学生安徽大学

资环学院工会主席许仁鑫说。

“再炽烈的日光下都有阴影，我走了，没有闪烁的光彩，

余烬虽有星点晶亮，但终究会被湮灭。”这是何家庆给女儿

发的最后一条短信，言语中没有丝毫对死亡的恐惧，仍然是

那质朴纯粹的心境。当女儿何禾看到躺在病床上骨瘦如柴

的父亲，心如刀割。“平时走路年轻人都撵不上他，所以身体

问题一直没引起注意，今年9月才得知患病，整整瞒了我两

个月，主要怕我分心耽误工作。”何禾表示，对于父亲未尽的

瓜蒌扶贫事业，她将结合各方力量，去完成父亲的心愿。

在何禾心中，何家庆既是父亲，也是老师，更是朋友。

“作为父亲，他对我的生活很是关心，经常会询问有没有按

时休息。作为老师，他时常鞭策我、鼓励我，在他的身上我

找到坚持科研的力量。作为朋友，我们无话不谈，无论是生

活还是科研工作，他对我的影响潜移默化，他是我敬仰的

人。”何禾说道。

如果还有足够的时间，何老师一定还会继续研究。“吾

师如父，感激教诲之恩。”何老的学生王强，目前在安徽农业

大学做博士后工作，在他大二那年进入了何老的实验室，王

强回忆起与何老相处的点滴，眼里闪着泪光。“好像他并没

有离开，只是又一次远行在祖国的大山里，还会回来。”

王强说，经常有人问他，何老师是一位怎样的老师，“他

教会我们学习的方法，让我们主动去获取知识，但不会给我

们固定住方向，内心有好奇心，用最原始的驱动力去学习，

引导着我们。”不堵而疏，是何老的教书方式，有时候做科研

是孤寂的，需要一颗至诚至坚的心。

心系百姓致力于瓜蒌产业
坚守初心投身于科技扶贫

作为药食同源的经济作物，瓜蒌有着很高的营养应用

价值和市场空间，何家庆希望像当年传播魔芋科学种植技

术一样，再次上路，让瓜蒌成为产业扶贫的“良方”。

深秋时节，家住安庆市潜山市梅城镇凤凰村弯塘组的

涂松林，在自家的瓜蒌地里忙碌着。尽管今年的旱情严重，

但涂松林的基地里，青青绿绿的瓜蒌预示着一场新丰收。

但涂松林却有个遗憾，那位叫何家庆的教授，再也不能和他

一起分享这种喜悦了。说起何家庆，村民涂松林脑海里全

是回忆。“何教授来我家基地调研瓜蒌的时候，他蹲在地里

一边看新品种，一边鼓励我说，小伙子，像你这么年轻的孩

子从事瓜蒌事业的不多，你要利用自己的年龄优势，多总结

瓜蒌种植经验，以后为其他的瓜农提供服务。现在，我已经

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技术指导员，可他却走了。”

如今，这个小小的瓜蒌已经成为潜山市的地标性产品。

潜山市瓜蒌协会会长王传文介绍：“潜山瓜蒌产业的发展与

何教授是分不开的，他为瓜蒌企业发展、瓜蒌基地管理、农户

种植瓜蒌都提出过建议或做过指导。目前全市瓜蒌种植面

积近5万亩，通过科研技术投入，现在我们种植瓜蒌新品种皖

蒌12-8，成熟早，抗性强，每亩产量要多出50斤。”

目前潜山市从事瓜蒌相关产业的近 10000 人，瓜蒌产

业成为潜山特色农业新的增长点，带动仓储、物流、农资、包

装等行业快速发展；成为产业扶贫的重要依托，带动贫困户

4298 户，贫困人口 8412 人，吸纳劳动就业 2267 人，年人均

增加劳动收入8000元。

走遍山川江河，毕生为了科技扶贫。一个人的生活可以

过得如此朴素，一个人的境界可以纯粹到这般透明，何家庆虽

然走了，但他的事迹永远被人铭记，未尽的事业也会得到传承。

何家庆生前查看瓜蒌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