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湖南長沙見到了
代英男，他皮膚黝黑，這是長期

在戶外工作，特別是巴基斯坦的烈日暴
曬留下的印記。本來他早該赴巴基斯坦
開展工作，卻因疫情阻斷航班，至今已
留在長沙長達半年。
他非常想念那邊的工作和生活，希

望疫情早日結束，讓他能夠盡快返回工
作崗位。代英男對這份工作的熱情，可
見於其用來記錄海外生活的抖音賬號
─「小代在巴基斯坦種地」。賬號發
布的500段短片中，大部分都是在稻田
工作的場景。
但無可否認，較為落後的基礎設

施、差強人意的衞生環境等硬件問題的
確是代英男和同事們在巴基斯坦工作需
要面對的挑戰。但最大的困難，無疑是
當地的天氣及價值觀上的差異。

人生首中暑 幸獲巴人照顧
巴基斯坦南部地處熱帶，水稻種植期

間，隆平高科巴基斯坦項目部所在的信
德省的平均氣溫超過30℃，進入夏季後
地表溫度最高甚至能達到52℃。為了講
解及示範人工授粉等重要的耕種節點，
項目部職員經常需要在田間連續待五六
個小時。單單在田裏走一天，袍衫就反
覆地被汗水浸透再被高溫曬乾。酷熱的
天氣，使代英男入職不久就經歷了人生
第一次中暑，他憶述當時在床上休息的
3天期間，頭暈無力、不停出虛汗。

還好有巴基斯坦同事得知代英男的
情況後，不但為他買藥，更輪流照顧中
暑的他，之後又傳授了許多當地防暑小
技巧。「這次中暑後，我對巴基斯坦人
的感情又加深了一些，在異國他鄉得到
他們的小小幫助，都讓我很感動。」代
英男說。

水稻畝產增 巴農心服口服
而代英男等人之所以需要手把手講

解如何種水稻，正是為了改變當地人的
傳統耕種觀念，讓當地人接受更加科
學、現代的種植技術。巴基斯坦人信奉
「產量是靠上天保佑的」，這種靠天吃
飯的理念，讓他們無法理解中國人的要
求為什麼如此「苛刻」。以簡單的除雜
為例，當地人認為，水稻長在田間就是
上天的恩賜，不應該被拔除。
為此，代英男的前輩們不得不手把

手地向當地人教授人工授粉、肥水管
理、除雜等技術，希望透過一邊種植示
範，一邊摸索創新，慢慢引導種植戶改
變。
從播種、秧田管理、移栽、大田管

理到後期的花期預測、人工授粉、收
割，中國專家用一整套先進的耕種理
念，「顛覆式」地改變了當地農民對水
稻種植的認知。當地種植戶3,000多畝
水稻的畝產量，從毛重500公斤增加到
900公斤。實實在在的成績令當地農民
心服口服。

代英男供職的袁隆平農業高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簡稱「隆平高科」）成立於1999
年，是一家以「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
士的名字命名、並由袁隆平院士擔任名譽
董事長的高科技現代化種業集團。

該公司自2000年以來就在巴基斯坦進行雜交水稻的研
發、推廣和當地化工作，並成立育種站，培養巴基斯坦本
地農業技術人才。目前，在巴基斯坦的團隊共有8人，在當
地推廣雜交水稻種植面積超過200萬公頃，水稻畝產量由
原來350公斤提高到700公斤以上，增加了一倍以上。

代英男加入隆平高科巴基斯坦項目部後，工作開展
得相對順利，他說：「正是因為有許多前輩的努力，
我們現在的工作才會如此高效，我們是站在了前輩
的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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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子遠離家鄉，安全問題自然是父
母最掛心之事，因此每次和兒子通電
話，說得最多的就是「注意安全」。
電話這頭的代英男也會不厭其煩地和
父母解釋，一切都好，有警察保護，
很安全。話雖如此，但代英男在巴基
斯坦也有一次和恐怖襲擊擦身而過。
2018年10月，隆平高科巴基斯坦項

目部在捷克巴巴（Jocababa）縣城組
織了一場「雜交水稻觀摩會」，讓當
地農民近距離感受雜交水稻的長勢和
產量。當時，代英男作為觀摩會的負
責人之一，計劃邀請400位農民參與
活動，但當地的巴基斯坦人口口相
傳，懷着對中國人的好奇和熱情，現
場竟聚集了1,000多人。代英男回憶
道：「當時現場密密麻麻的都是巴基

斯坦人，我和同事從會議室走到主席
台，大概10米的距離花了好幾分鐘才
走到，好在整個過程有當地警察貼身
保護。」
代英男和同事剛踏上主席台不久，

大家都在忙着拍照、合影，突然有警
笛聲響起，只見警車上跑下來十幾名
警察，匆忙將人群疏散開，並把代英
男和同事從現場接往警察局。
到達當地警察局後，代英男了解

到，當時警察接到消息，他們舉辦觀
摩會的場地，可能會發生襲擊事件，
為保證安全，當天的活動也隨之取消
了。
這次經歷對代英男來說，是他離恐

怖襲擊最近的一次，也是在巴基斯坦
最難忘的記憶之一。

辦水稻觀摩會 曾與恐襲擦肩

今年2月，面對中國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巴基斯坦的
同事和農戶都非常關心代英男在中國的情況，不斷地通過網絡
詢問疫情，「願神保佑你和你的家人遠離病毒」，這是代英男
在疫情期間最常聽到的一句話。
隨着海外疫情越來越嚴重，巴基斯坦接連多次延長了「封

國」、「停航」的時間，代英男4月回到巴基斯坦的計劃也隨
之延後，目前只能在國內通過網絡與巴基斯坦同事交流工作。
巴基斯坦政府為了控制新冠疫情的蔓延，頒布了嚴格的居家

隔離政策，許多日薪工資者和底層農業從業者無法外出工作，
失去收入來源，飽受飢餓威脅。
為了讓這些貧困家庭度過這段艱難的時期，隆平高科與當地

合作夥伴嘎德農業研究與服務公司陸續向巴基斯坦巴丁區戈拉
基市和巴格伯登市的1,000戶貧困家庭派發了「愛心禮包」，
每個「愛心禮包」內含20公斤麵粉、10公斤大米、5公斤白砂
糖和3升食用油，足夠一個四口之家一個月的食物需求。
據介紹，這次愛心捐贈共計20噸麵粉、10噸大米、5噸白砂

糖和3噸食用油，價值300多萬盧比（約合14萬港元）。

居家隔離嚴 愛心包送暖

代英男是家中獨子，2009年參加高
考時，他原本的理想是報考師範院
校，日後成為一名老師教書育人。那
時候，高考填報志願是在出分數前，
通過估分填報志願。代英男在估分
時，比實際成績少估了近40分，這讓
他與師範類院校失之交臂。
班主任給他出主意，每年外省的農

業大學在遼寧都有招生指標，但遼寧
本地學生大多更願意報考本省院校，
所以鼓勵他填報了湖南農業大學農學
專業。
農村出身的代英男，對學習農學本

身是牴觸的，只是當時的無奈選擇。
「那時候包括我自己和家人，心理都
會有落差，感覺讀了這麼多書，轉一
圈還是要當農民。」

解糧食問題 意義如育人
轉機出現在本科三年級的時候。那

年正值湖南農業大學百年校慶，他被
選為學生代表與袁隆平作交流。「記
得袁老當時說，農業是一個國家的根
本，但它也是一個相對緩慢的行業，
需要願意花時間沉澱，需要有人

去付出。他鼓勵我們農學生到田野中
去，去田裏找真知。」代英男表示，
這段話讓他一直銘記於心，從此堅定
了學習農學的決心，「我想這就是偶
像的力量吧」。
本科畢業後，代英男選擇繼續在湖

南農業大學攻讀了碩士研究生，這一
次，是他自願的抉擇，代英男說：
「雖然是陰差陽錯學了農學專業，但
我現在從未後悔過，能讓雜交水稻解
決更多人的吃飯問題，它的意義和教
書育人一樣偉大。」

長期駐海外 婚期未有期
畢業後，當他告訴家人決定留在湖南
工作時，本以為會遭到父母的反對，但
卻出乎意料地得到了他們的支持和鼓
勵。如今，而立之年的代英男，事業蒸
蒸日上，婚姻大事仍沒着落，「從事農
業工作，平時會比較不拘小節，加上一
年中大半時間在巴基斯坦，有一份穩定
的感情也比較困難。」代英男說，他形
容自己是榆木疙瘩一塊，不太懂女孩兒
的心思，去年剛分手的女朋友
也嫌他「太直男」。

■■代英男和當地農夫觀察水稻生長情況代英男和當地農夫觀察水稻生長情況。。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代英男在抖音發布短片記代英男在抖音發布短片記
錄工作點滴錄工作點滴。。 網上截圖網上截圖

■代英男和當地居民關係不錯。 網上截圖

■當地農民在種植雜交水稻。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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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身示範科學耕作 盼改當地古舊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