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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清晨“巡棚”日行两万步
“这个大棚种植了口感西红柿、油

番茄等，现在正值成熟季，为了确保供
应，我们需要时刻坚守在岗位上。”日
前，在田柳现代农业创新创业园区，蔬
菜技术员李宗明带记者走进了B-28
号大棚，他边走边跟记者介绍着大棚里
的情况：这个大棚长235米，种植面积
约4.7亩，在病虫害防治上采用的是“生
物+物理”的防治方法……

59岁的李宗明是孙家集街道人，
他从上世纪 90年代开始种植大棚蔬
菜，曾在新疆、河北等地承包蔬菜基地，
负责大棚建设、管理等，之后又在外担
任蔬菜技术员十多年。2022年，他被聘
任到田柳现代农业创新创业园区负责
蔬菜技术管理工作。

6点20分到办公室，6点30分集合
开会，7点开始“巡棚”，下午6点下班
……这是李宗明每天固定的工作安排。
为了尽快融入园区的生活、工作，李宗

明平时干脆吃住在里面，而且坚持每天
清晨7点“巡棚”。他说，这样既可以亲
自了解园区里的蔬菜长势，又能与工作
人员第一时间交流蔬菜技术方面的问
题，比如哪些需要摘果、哪些需要浇水
等，他都会一一跟工作人员沟通指导。
一天下来，他的工长一般在9个小时，
行走近两万步。李宗明介绍，园区里种
植的作物以西红柿、黄瓜为主，其他还
有辣椒、长茄、草莓、无花果、葡萄等。园
区还建有蔬菜商学院，主要用于园区技
术人员和菜农技术培训等。李宗明想将
自己的种植技术、管理经验传授给身边
的种植人员，让大家种出更多优质蔬
菜，为菜农发家致富贡献一份力量。

勤学好思才能技术精进
王安兵是寿光古城街道沙埠屯村

人，1990年开始接触蔬菜种植，2009年
外出从事技术员工作。现长期在安徽、福
建地区从事技术服务，主要从事黄瓜、番
茄、茄子、辣椒的育苗及棚室管理。

1990年，王安兵还是个20多岁的
小伙子，那时的他敢想敢干、意气风发，
也有着对新鲜事物的探索热情。这一
年，三元朱村的大棚种植也不过刚刚发
展一年，之前没有任何种植经验的他，
只因为看到了大棚蔬菜的好前景，便一
口气建了1个土棚，1个拱棚。“试水”一

年后的1991年，他又新盖2个土棚，1
个拱棚，成为他们村第一个建这么多棚
的人。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份“敢尝
试”，王安兵在棚室管理中遇到过很多
种植难题，但这些难题都被一一化解，
转化成了他独有的经验，让他的种植管
理技术更精进。

2009年，一次收菜的时候，王安兵
偶然听到朋友聊天说起安徽有园区招
聘技术员，技术有提高的他又开始“不
安分”了，回家跟妻子商量后，便踏上
了去安徽的车，开启了外出传技术的

“旅程”。王安兵技术员“旅程”的第一站
到了安徽省安庆市。在这里，他一干就
是5年。或许因为这里是他技术传播的
开始，王安兵很重视这份工作，在管理
上甚至比对自家大棚还要用心，在园区
一待就是大半年。从建园区到育苗、种
植管理，他都参与其中。经过他和工作
人员们的努力，园区运行渐渐步入正
轨，园区内的种植品类也从最初只有西
红柿，扩大到后来的西红柿、黄瓜、茄子、
辣椒等。

“技术经验再多，没有理论做支撑，
总感觉有欠缺。”王安兵说，“活到老学
到老，50 多岁的年龄也不是什么阻
碍。”据了解，他还联系了一个学校的专
家老师，想在农闲时到学校进修一下理
论知识。

30多年前，一场由冬暖式蔬菜大
棚引领的“绿色革命”从山东寿光发起，
解决了北方冬天蔬菜种类单一的难题。
如今，寿光的大棚蔬菜面积已发展到
60万亩，年产蔬菜450万吨，常年在
外的技术员有8000多人，全国新建的
大棚中，一半以上有“寿光元素”，寿
光由原来的蔬菜买卖全国，发展到现
在种子研发、标准制定、品牌打造、
园区输出等蔬菜全产业链要素集大
成。在这一过程中，广大蔬菜技术员
无疑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常
年奔波在外，凭借着过硬的技术闯出
一片天地，也为各地蔬菜产业发展贡
献了一份力量。

技术员从寿光走向了全国各地

在寿光孙家集街道三元朱村，蔬菜
大棚的发展故事耳熟能详，这里的蔬菜
技术员更是走向了全国。1989年，村党
支部书记王乐义带领16名党员砍掉36
亩快成熟的玉米，建起17个冬暖式蔬
菜大棚，村民对本来依山而建的大棚方
位、墙体、棚顶、薄膜、嫁接技术五个方
面进行大胆改革，研制出适于平原地区
且不需加温的冬暖式蔬菜大棚，掀起了

“菜篮子革命”。从此三元朱村的大棚蔬
菜种植技术开始发展起来，并成长到今
天的全国领先水平。三元朱村不光自己
学科技、用科技，还承担着向全国传播
蔬菜种植技术的责任。自1991年开始，
三元朱村以培训班的形式向外传播大
棚种植技术，全国各地先后有10多万
人次到三元朱村学习。“凡来取经的，我
们都热情接待，全面参观，详细讲解，认

真传授；凡被邀请到外地授课的，我们
一定讲深讲透，有问必答；凡是要求派
技术员的，要多少派多少，并且选技术
高的人去。”王乐义说。

在三元朱村菜农的大棚里，你能看
到源自以色列的改良后的滴灌技术、改
良自荷兰的大棚技术、受启发于日本小农
业的半自动小型农业器械等等国际一流
技术的结合与发展。村内的一名技术员向
记者介绍：“国外的农业技术发明，是结合
自身产业的情况发明出来并逐渐形成一
个体系的，我们仅仅把技术学过来、搬过
来还不行，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再设
计，才能让技术真正落地，发挥作用。”三
元朱的很多村民都加入到了自主研发
大棚种植技术与器械的行列中。

目前，寿光共有8000多名农民技
术员在全国各地帮助发展蔬菜产业，北
到黑龙江、西到西藏和新疆、南到海南
都有寿光菜农的身影。如果说有些地方
农民外出打工挣钱，那么寿光的农民实
现了通过技术服务挣钱。

不断扩大的“棚”友圈

“1998年，我被选举为支部书记时，
一心想怎样改变村里的现状，到处学习
取经。后来发现引进国外的五彩椒项目，
感觉眼前一亮，于是开始学习五彩椒种
植技术。当时真没想到，我们这些面朝黄
土背朝天的老百姓也能有职称。取得农
民技术员高级职称后，我感到责任重大，
通过不断摸索，我带领村民共同致富，仅
彩椒种植一项户均增收2.2万元，发展彩
椒种植5000多亩。”寿光市洛城街道东
斟灌村党支部书记李新生说。

在雄安新区，新建成的高标准大棚
里，菜农种下了口感西红柿。这些西红
柿都是寿光从十多个口感好、销量高的
西红柿品种中，精心挑选出来的。种下
了新品种，不会种植怎么办？寿光技术
员解决了这个问题。“从寿光来的专家
帮我们建棚，手把手教我们技术，我们
老两口这把年纪了，在家门口还能收入
20 万元，你说我们的积极性能不高
嘛。”雄安新区容城县贾光乡城子村村
民刘冬明说。从过去的大田作物到如今
的高标准设施蔬菜，看着满棚的西红
柿，种植户们的干劲也更足了。

郑玉兴是孙家集街道胡营一村村
民，也是村里最早的一批大棚菜农。郑
玉兴清晰地记得，当时建的大棚80米
长、8米宽、3米高，10月建成之后就种
上了蔬菜，年底开始上市，一年下来收
入过万元。2009年，郑玉兴又新建了80
米长、13米宽、6米高的蔬菜大棚。“与
之前的大棚相比，这个大棚因坡度合
理、农膜更新等原因，采光性更好。”郑
玉兴说，此时，大儿子接替他种植大棚。
而有着20年种菜经验的郑玉兴被聘请到
安徽做蔬菜大棚技术指导，他也是从寿光
走出去的最早的一批农艺师之一。之后，
郑玉兴又到山西当了5年蔬菜技术员，辗
转在农户、园区间教授蔬菜技术。

2018 年，寿光人李洪军去了江
西，为当地的大棚农户提供技术服
务。据李洪军介绍，他所服务的项
目，都借鉴了“寿光模式”，同时，在
推广技术过程中，因为每个地方的情
况不同，由此带来的棚温、浇水、施
肥、打药、整枝打杈等情况也会因地
制宜进行调整。

人才专业化、标准化
为产业发展助力

刘天英是一位农业技术工作者。作
为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农业专家，刘天英
大学毕业后，就与蔬菜打交道，她的微
信好友、抖音粉丝多是菜农。为了更好
地服务种植户，将自身专业知识及宝贵
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出去，她24小时
不关机，每天在线解答全国各地菜农关
于病虫害防治、土壤改良、栽培管理等
生产问题近百个。她还每周抽出两三天
的时间进村为菜农讲课，面对面进行技
术指导，或者采用直播的方式开展线上
大讲堂，深受各地菜农欢迎。这些年，她
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去过近30个省市
自治区，每年培训菜农2000多人次。

在东斟灌村，就有130多人取得了
农民助理技师职称。懂技术、会管理，如
今在寿光，取得职称的“新农人”正带动
着蔬菜产业的提档升级，他们成了挑大
梁的“棚二代”。原先的“棚一代”完成
身份转换，成了产业工人，一起携手迈
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为提高乡土人才“专技化”水平，建
立乡土人才专业技术评价制度，近年
来，寿光市每年组织开展农民技术人员
职称评定工作，农民技术人员参加职称
评审，不受学历、专业等限制，重点考察
业绩贡献、经济社会效益和示范带动作
用。2.6万余名农民脱颖而出，获得农民
技术人员职称。“老把式”变身“新农
人”，一批有技术、有专长、有业绩、有
认证的农民技术队伍正在寿光的土地
上成长壮大并反哺乡村发展。

本报记者 王凯旋

技术人才加持 产业成长壮大
寿光蔬菜技术员传技天下 助推蔬菜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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