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学庚，男，1947年4月生，江苏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务院特殊津贴
专家，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农业机械
学会名誉理事长，农业农村部西北农业
装备重点实验室主任。

1983年，陈学庚带领工友成功研
制出“2BMS系列”铺膜播种机，大大
加快了地膜覆盖栽培效率。

1990 年，陈学庚荣获“农业部
（现农业农村部）有突出贡献优秀中
青年专家”称号。

2003年，陈学庚研制出膜下滴
灌铺管铺膜精量播种机，并一举获得
7项国家专利。这种新型农机一次作
业就能完成播种管护8道程序，填补
了世界同类机具的空白。

2005年，陈学庚荣获“全国优秀
科技工作者”称号。

2018年，陈学庚荣获“第六届中
华农业英才奖”。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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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庚（中）检查出口棉花播种机配件质量
（资料图片）。 王成光 摄

陈学庚在八师一四九团农田里
现场介绍铺膜播种机作业情况（资
料图片）。 石河子大学 提供

陈学庚（左四）在一家企业指导科研人员做农
机检测试验（资料图片）。 石河子大学 提供

1960年，年少的陈学庚随父母从江苏泰
兴来到新疆。他自小对铁制物件感兴趣，于
是初中毕业后，毫不犹豫地把所有的报考志
愿都填上了农业机械专业，最后被兵团奎屯
农机学校录取。毕业后，陈学庚被分配到一
三〇团机械厂工作。从此，他与农业机械结
下了一生的缘分。

刚进一三〇团机械厂没几天，厂领导就安
排陈学庚当派工员。在别人眼里，这是一份比
较轻松的工作，想得到这份工作的人不少，但
陈学庚却不“领情”，他给领导说，自己想去车
间锻炼。身边的人不解：“放着这么舒服的工
作不干，去找累？”可陈学庚心里明白，自己在
学校只是学到了理论知识，几乎没什么实践经
验，眼前最重要的是掌握实践技能。

于是，他一头扎进车间，一待就是两年。在
那个工业机械落后的年代，谦虚好学的陈学庚开
始崭露头角，领导让他担任技术革新组组长。由
于当时一般的机械加工设备都要靠计划指标才
能供给，厂里因设备短缺影响了全团农机修理，
陈学庚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暗下决心：“一定
要想办法解决难题，把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
来。”几年下来，他所在的技术革新组试制成功了
镗缸机、磨缸机、水力测功机、制砖机、大型顶车
机、土龙门刨床等设备。

陈学庚经常请教别人，遇见自己不懂的，
或看到别人的技术长处，不管对方是大学生还
是普通工人，他都视其为老师。正是因为有这
样的学习态度，他的技术水平日益提升。

“70年代的经历确实为我后来的科研工
作奠定了基础。”陈学庚回忆过去，感慨地
说：“从刚出校门的略知皮毛，到带领团队参
加省部级项目的农业装备研究开发并发挥重
大作用，专业知识的掌握确实是人生最重要
的环节。这个环节不过硬，后续奋斗就会显
得有心无力。”

直到现在，陈学庚最喜欢做的事还是自己
的“老一套”，无论到哪里，都喜欢跑到当地的农
业机械生产厂转转，看看别人的产品质量、制造
装备的发展状态，或者去田间地头和农户聊
天，了解新技术、新机具在使用中存在的优势
和不足。

“只有在生产一线才能真正发现问题，应用
研究的机会其实就在解决问题里。为农业发展
解决了问题，为社会作出了贡献，我乐在其
中。”陈学庚经常这样说。

现在，只要没有重要的学术研讨会，陈
学庚每天都会早早来到石河子大学机械电
气工程学院三楼自己的办公室 。在他的办
公桌上，国内外最新农业机械化发展的相关
材料或者研究报告总是摊开着。

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石河子大学机械
电气工程学院研究员，陈学庚连续从事农业
机械研究和推广工作已经50多年了。他突
破了地膜植棉机械化技术关键，攻克了膜下
滴灌精量播种技术难题，研发出棉花生产全
程机械化装备，为新疆棉花生产机械化技术
研究和大面积推广应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荣誉加身、鲜花盈怀，回望过往取得的成
就，陈学庚只说了一句话：“我是兵团培养出来
的科研工作者，我要把全部才华献给兵团。”

“只要我还能动，还能思考，我就将着力
研究农田残膜污染治理相关问题，在做好科
研工作的同时搞好教学工作，为兵团培养更
多人才。”从农七师（现七师）一三〇团机械
厂（现新疆科农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到
新疆农垦科学院再到石河子大学；从一名普
通的农机技术员到成为国内棉花生产全程
机械化技术研究和应用领域的著名专家，陈
学庚始终在推进兵团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道
路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2017年底，陈学庚有了一个新身份：石河子大学
机械电气工程学院研究员。选择石河子大学，让他的
工作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做好高层次人才培养，特
别是指导青年教师搞科研，成了他的工作重点。他给
自己定一个目标，力争用4到5年时间，为兵团农业机
械化发展培养出一批学科储备人才。

“过去，我都是带着少数人冲在农业一线，遇到过很
多问题，也积累了不少经验。现在，我要将所学的知识传
授出去，我希望我干的事将来有人接着干。”陈学庚说。

其实早在1992年，他被调到新疆农垦科学院工
作后，就开始注重培养后备力量，打造“兵团农业机械
研发”团队。在陈学庚的言传身教下，这个团队团结
向上，辛勤耕耘在兵团农业一线。如今，20多年过去
了，经他之手培养出的高级科技人才已有40多名，他
一手带领的“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创新团队”荣
获2017年度“中华农业科技奖创新团队奖”。

英雄不问出处，勇者不问前路。陈学庚把对国家
的热爱和对事业的执着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在他
看来，是兵团精神始终感召着他，几十年来自己其实
就干了一件事，那就是用科技不断升级推动边疆物阜
民丰，一辈子能践行这个目标，值了。

作为兵团农业机械化发展的见证者和引领者，新
技术的推广应用，造福了无数职工群众，这让陈学庚
感到欣慰。

近年来，残膜回收问题成了陈学庚关注的重点。
“虽然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种植棉花为兵团乃至全疆带
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农田残膜治理工作的不彻
底，也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陈学庚说，“我余
生就是要和国内众多科技工作者一起奋斗，攻克农田
残膜治理瓶颈，一定不把这个难题留给子孙后代。”

为使“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净土”不变成空话，在
201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后，陈学庚就将研究方
向从棉花种植全程机械化转向了农田残膜治理机具。

前不久，中国工程院农业学部在兵团召开了一
个关于棉花采摘及残膜回收机械化技术方面的研讨
会，由陈学庚领衔，石河子大学与内地几所高校联合
研制的两种型号自走式棉田秸秆粉碎与残膜回收联
合作业机首次亮相，残膜回收率达90%以上，在场的
国内专家和学者观看了现场演示后，纷纷给予高度
评价。

打通关卡、实现关键技术创新，是陈学庚锐意创
新，迎来的又一个“高光时刻”。从2017年开始，陈学
庚提出农机、农艺、地膜结合发展的理念。从升级农
艺栽培技术到提升地膜质量，再到研发回收残膜新型
机具，陈学庚带领团队全套同步推进。他把回收的残
膜进行二次加工又生产出其他产品，形成了一条地膜
绿色应用的完整产业链。

几十年来，陈学庚致力于农机研究和推广，共获
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20多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国家星火二等奖1项。

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知名农业机械专家罗锡文
曾这样评价陈学庚：“对我国棉花全程机械化作出了
突出贡献，对新疆扩大棉花面积、稳定棉花产量发挥
了关键作用。”

“我要把全部才华献给兵团”

扎根基层 夯实科研基础

创新技术 成功回收残膜

言传身教 培养后备力量

陈学庚在棉花试验田里查看棉苗长
势（资料图片）。 石河子大学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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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日报全媒体记者 史进

上世纪80年代前，新疆棉花种植水平一直较低，
每年春季定苗和秋季采收时节，兵团就全民投入棉花
生产中。即便如此，1982年，新疆棉花的总产量仅占
全国的4%，兵团皮棉平均单产也仅有38.6公斤，新疆
皮棉平均单产34.1公斤，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直到王
震将军来兵团视察，提出从国外引进地膜棉花栽培技
术的建议后，兵团各植棉团场才开始试种地膜棉花。
由于增产效果明显，这项被誉为“白色革命”的先进技
术开始迅速普及，然而人工铺膜的低效率成为提高棉
花产能的“绊脚石”。

当时还在一三〇团机械厂工作的陈学庚认领了
研发机械化铺膜装备的艰巨任务，他带领工友经过反
复试验，在1983年成功研制出“2BMS系列”铺膜播
种机，这种机械实现了铺膜、播种的联合作业，大大加
快了地膜覆盖栽培效率。

从1985年到1994年，新疆地膜植棉机械化推广
面积达6890万亩，兵团皮棉单产也由1982年的38.6
公斤提升到1994年的82公斤。

不夸张地说，陈学庚为兵团棉花的第一次跨越发
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世纪90年代末，团场职工亟需涵盖全生产流
程的农业机械新装备，任务又一次落在陈学庚肩上。
按照要求，一个窝只播一粒棉种，当时世界上还没有
这方面的技术。陈学庚一头扎进棉田，他说，“搞农机
研究要经常在一线，要动手能力强，不了解使用条件，
你就研究不出好机具。”

2003年，陈学庚成功研发出膜下滴灌铺管铺膜
精量播种机，并一举获得7项国家专利，这种新型农机
一次作业就能完成播种管护8道程序，填补了世界同
类机具的空白。

“没有植棉机械化，就没有今天兵团的棉花产业，
这其中有我们团队贡献的一份力量，对此我感到很高
兴。”陈学庚露出微笑。

攻坚克难 精心研发农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