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倌和导师有什么共同点？

在曾担任绵羊遗传改良与健康养殖国家

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的杨庆勇教授看来：“二者

都需要热爱、关怀与投入，都必须用心用情引

导和培养，都应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担当意

识，都需要具备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良好的沟

通、激励和领导能力……”

这份答案，恰是他为人、为学、为师的真

实写照。

杨庆勇老师（受访者 供图）

“援疆这两年，值！”

2020 年 12 月，祖国北疆石河子，北风呼

啸，天寒地冻。而远在 4600 多公里外的海南，

却阳光明媚，温暖如春。

18 日，正在海南三亚崖州湾参加学术会

议的杨庆勇收到了一通特别的来电———“中

组部、团中央将组织首批博士服务团援疆，学

校打算请你赴新疆农垦科学院开展为期两年

的援疆工作，兼任新疆农垦科学院省部共建

绵羊遗传改良与健康养殖国家重点实验室副

主任、生物信息团队负责人……”

这通来电，让杨庆勇既激动又担心。激动

的是，能够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发挥光和热。

可担忧的是，自己擅长的并非动物生物信息

学研究领域，不知能否高质量完成组织交代

的任务。加上一走就是两年，课题组的学生和

家里不到 2 岁的孩子怎么办……

一系列的担忧让杨庆勇经历了一番思想

斗争，但很快，他便坚定了自己的选择：“我是

党培养的博士生，发挥特长支援边疆建设，是

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安顿好课题组成员和家里，10 天后，杨

庆勇踏上了援疆的行程。

作为援疆博士团的一员，杨庆勇的一项

重要任务就是要发挥专业优势来支撑新疆农

垦科学院科技创新和发展。但究竟该如何发

挥？杨庆勇并没有方向。

为了摸清“家底”，初到兵团，顾不得休

整，杨庆勇便全身心投入调研中。

杨庆勇老师（左二）在援疆期间查看绵羊

健康状况 （受访者 供图）

很快，“机会”就来了。经过多方调查，杨

庆勇发现，养殖饲草短缺是制约当地绵羊养

殖业发展的一大难点问题，“从‘新疆农作副

产及饲草资源数字化与工业化饲料开发’入

手，会不会是个方向？”杨庆勇的这一想法，得

到了博士团成员王梦芝教授的支持。

随即，杨庆勇与博士服务团成员一起，开

展了为期 14 天的调研，并在此基础上，合作

撰写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规模养殖的智慧

化发展调研报告》《对我国省部共建国家重点

实验室建设的分析与思考》《关于加快新疆农

作副产及饲草资源数字化和工业产品化的建

议》等报告，为兵团畜牧业、养殖业的高质量

发展建言献策。

除了绵羊遗传改良与健康养殖国家重点

实验室建设，杨庆勇也时刻牵挂着新疆农垦

科学院生物信息学科的发展。

彼时，受限于基础数据有限、网络基础设

施差、人才储备不足等因素，新疆农垦科学院

生物信息学科基础较为薄弱。

为了尽快架起信息传输“高速公路”，大

到服务器系统软硬件升级，小到网线改造，杨

庆勇都亲力亲为。

杨庆勇老师（左一）在新疆农垦科学院开

展生物信息学专项培训 （受访者 供图）

“人才是驱动发展的核心要素，建立起人

才储备是关键。”经过思考，杨庆勇发动课题

组高年级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成立了一支援疆

志愿服务队。援疆两年间，在他的带领下，志

愿服务队 6 名成员面向新疆农垦科学院师生

就生物信息技能开展了 50 多轮培训，覆盖人

数超 1000 人次，不仅锻炼了团队学生的综合

素养，也为当地培养了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

伍。

在博士服务成员团的共同助力下，绵羊

遗传改良与健康养殖国家重点实验室结出硕

果。杨庆勇的一系列工作，也为新疆农垦科学

院的发展版图拼上了重要的一块。

回首援疆两年充实的日子，杨庆勇会心

一笑，他说：“为民族团结和新疆的繁荣稳定

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既是一份荣耀，也

是一份责任，援疆是我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

个选择！”

“宁肯多花精力，也要把学生培养出来”

暑气蒸腾，烈日杲杲，夏日的狮山校园里

显得格外宁静，而杨庆勇课题组的“生信训

练”（QQ 群+腾讯会议）虚拟教室内，却是一

派热火朝天的学习景象。每年 5 月到 8 月，跨

考到杨庆勇教授课题组的“准研究生”都会通

过线上虚拟教室参加集中学习，为即将开启

的生物信息学研究做准备……

这一独创的科研训练流程，是杨庆勇老

师培养跨考学生的“法宝”，他说，很多跨考同

学因为缺乏生物信息学知识，一开始，难免有

畏难情绪，作为老师，一定要想办法“扶一

扶”。

2019 级专业硕士研究生黄一鸣便是这

一培养流程的受益者。曾学习生物工程专业

的他坦言：“一开始，自己对生物信息学领域

压根摸不着头脑。是杨老师手把手教我方法、

一笔一画带着我修图表，我才慢慢地就找到

了方向。”后来，黄一鸣不仅出色完成了硕士

阶段学业，今年硕士毕业后，还将赴香港进一

步深造。

杨庆勇老师带同学们赴澳门大学学习

（受访者 供图）

杨庆勇说：“每个学生的潜力都是无限

的，宁肯多花点精力，也要尽力把每个学生培

养出来。”正是在杨庆勇耐心地指导下，10 名

跨考到杨庆勇课题组的同学中，就有 6 位同

学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了高水平研究论文。

2022 年 7 月，2019 级硕士研究生魏璐露

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了心仪的工作岗位，到

岗的第一天，她便给导师杨庆勇发来感谢的

短信。

回首三年的研究生生活，魏璐露感慨万

千。她回忆说：“还记得刚开始进入团队时，课

题研究一直不顺利，杨老师请高年级师兄师

姐带着我尝试了 3 个课题都没有顺利推进，

当时的我像泄了气的皮球。杨老师鼓励我，失

败其实也是一种蛰伏，不要灰心，在不断试错

中一定会找到研究的方向。”功夫不负苦心

人，研二下学期，魏璐露在尝试第 4 个课题

时，科研终于有了眉目。硕士阶段，她以第一

作者身份发表了 2 篇高水平研究论文，还获

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杨庆勇老师和同学们在家中聚会 （受

访者 供图）

除了学业上的悉心指导，杨庆勇对同学

们的关心也融入生活的点点滴滴。从新冠疫

情期间为大家筹备口罩、药品、抗原检测试剂

盒等物资，到经常性为同学们购买水果补给

营养，再到默默资助家庭贫寒的学生，他用润

物细无声的爱浸润着学子们的心田。

对学生小丁（化名）而言，杨庆勇不仅是

恩师，更如慈父。在华中农业大学求学期间，

小丁的母亲不幸患上肿瘤，这让他本不宽裕

的家庭雪上加霜。为了给母亲治病，懂事的小

丁萌生了放弃学业去工作的念头。

得知情况后，杨庆勇心疼地安慰小丁，并

多方联系到医术高超的医生救治其母亲。为

了帮助小丁解决经济困难，杨庆勇通过助研

岗位、企业合作与赞助、私人垫付等多渠道，

为他提高补贴。幸运的是，因救治及时，小丁

母亲的病情得以控制，小丁也在老师的默默

帮助下完成了学业。

“大写的人，才最美”

在杨庆勇看来，研究生教育，不仅仅是学

习研究方法，更要在人格上接受熏陶，作为导

师，要通过言传身教给同学们带来精神滋养，

引导同学们立志成为一个大写的人。

曾跟随杨庆勇一同参与过援疆工作的硕

士研究生张林娜说，在新疆农垦科学院，提到

杨庆勇教授，当地的老师都会由衷地夸赞：

“杨老师把新疆农垦科学院的事当自己的事

来做，为了这里的发展，他想尽了一切办法，

这份恩情，我们不会忘记。”

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杨庆勇的言行也在

学子心间激荡起一圈圈涟漪。

“杨老师是我们的榜样，身为他的学生，

我们都觉得十分荣耀。”张林娜说，这份荣耀

感也敦促着大家积极投身各类公共事务中。

从援疆志愿服务队公益培训，到公共服务器、

仪器设备维修，再到公共区域卫生打扫，都有

团队同学们活跃的身影。

2019 级博士研究生胡悦自本科阶段就

与杨庆勇教授结识，杨老师为人、为师、为学

的风范在她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本科毕业

后，她果断选择加入杨庆勇教授的课题组学

习。

“杨老师常对大家说，做科研一定要找到

自己的‘生态位’，发文章只是副产物，要立志

做出真正有利于社会进步、能够支撑国家重

要战略发展的成果。”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

不仅是胡悦开展科研的遵循，也成为激励她

逐梦远行的力量。如今，已取得博士学位的

她，立志发挥生物信息学研究优势，为农作物

产量提升和人类疾病研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

我国生物育种工作所用的数据标准、参

考基因组等大多来自国外资源，搭建我国自

主可控的油菜参考基因组生态，关乎我国生

物育种长远发展。而随着“后基因组”时代的

到来，作物科学领域已积累了海量数据，如何

有效利用和共享这些数据，是杨庆勇一直在

思考的问题。2015 年，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

脑海里萌生：建成一个面向全球的高质量油

菜多组学综合数据库！

但数据库建设的过程并不轻松，高质量

的数据来源是最大的难题。杨庆勇说：“任何

信息的错漏都有可能给科研工作者们带来

巨大的困扰，用‘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形容

再恰当不过，所以必须保障数据来源精准可

靠。”

一开始，杨庆勇试图通过与企业合作来

完成数据测序、分析等工作，但几次不太理想

的实验结果让他果断放弃了这一念头。2018
年，杨庆勇教授找到我校油菜团队郭亮教授，

和他谈起了建设数据库的想法，两人当场一

拍即合。随后，围绕数据库建设，双方团队精

心设计研究课题，获得了一批支撑数据库建

设的高质量基础数据。

数据库建设工作得到中国科学报报道

（受访者 供图）

5 年间，随着合作研究范围的扩大，杨庆

勇的梦想一步步照进现实：目前，系列数据库

为来自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芸薹属研

究者每天提供近万次的查询、分析及可视化

服务，为科研工作者挖掘油菜重要性状相关

基因/变异、开发分子标记提供了数据和平台

支撑，已成为油菜领域访问量最高、最受欢迎

的数据库。多名参与相关研究的研究生，也已

成为服务生物育种国家战略的重要新生力

量。

“要成为‘大写’的人，必须具有扛起责任

与重担的决心和能力。”杨庆勇说，未来，我将

和青年学子们一道，继续发挥专业所长，在新

时期新赛道上跑出更好的成绩！

杨庆勇：大写的人，才最美！
记者 匡敏

师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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