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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山东省寿光
市圣城街道马疃村的付建波
生活比较轻松，小日子过得很
滋润，村里拆迁，家里分了三
套房子，一个女儿已经工作，
几乎没有什么负担。因此，老
婆不想再让他出去。按说，忙
活了大半辈子，是时候享受一
下生活了。但老付闲不着，有
技在身，一直是他引以为傲的
一件事。他认为，出去传播技

术，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
是在实现自身价值。本来，定
好正月十五后再出发，但正月
十二天气突变，下了一场大
雪，老付坐不住了，心急火燎
地买了返回的车票。他说：“没
办法，咱就这个脾气，农业生
产无小事，作为一名技术员，
咱必须担起这个责任来。”

临出发之前，老付来到
北方蔬菜报社见了记者一
面，详细询问了这些年来寿
光的新技术、新经验和新模
式。他说，年前的技术员新春
团圆会，专家们讲得很好，听
得不过瘾，希望能有更多的
机会给自己充充电。

“把寿光模式推广出去，
是我毕生的追求！”在与老付聊
天中，这是让记者印象最深刻
的一句话。本报记者 马云星

“把寿光模式推广出去，是我毕生的追求！”

山东省临沂市的廉士刚
是正月初八返回工作岗位
的，踏上公交车的那一刻，
老廉非常的失落，他下意识
地望了望窗外，老母亲再也
不会来送行了。前些年，老
母亲还健在的时候，每次外
出，她都会拄着拐杖，步履
蹒跚地来送行。都说父母

在，不远游，但老廉从年轻
时就在外干技术员，一走就
是二十多年，有时春节也不
回家，算起来，这二十年
来，和父母团聚的日子屈指
可数。今年，工作的基地难
得清闲，老廉多请了几天
假，回老家看了看。回家的
第一件事是来到父母坟前，
给老人烧点纸钱。那天，他
在父母坟前坐了很久，这些
年的成绩和辛酸，一件不落
地向老人做了汇报。老廉
说，这些年他获得过很多荣
誉，也得到过很多肯定，其
中让他最引以为豪的是获得
北方蔬菜报颁发的“2024
年十佳技术员”，这让他很
有成就感，觉得这些年的辛
苦付出值了。他说，母亲在
天有灵，一定有会替他高

兴，母亲活着的时候，一直
告诫他出门在外谋生活，一
定要学好技术，练好本领，
多行善事。

在家的这几天，妻子曾
不止一次对他说，60 多岁
的人，别出去干了，三个女
儿都长大了，都能赚钱了，
没有必要再背井离乡地四处
奔波了。可他偏不，他说，
技术员肩负的是责任，更是
使命，他服务的基地刚招的
工人大都是新手，离了他还
不行。所以，年一过，他赶
紧到亲戚朋友家串了串门，
就迫不及待地踏上了返回的
公交车。

临行前，老廉再次来到
母亲坟前：“娘，儿子没给
您丢脸，我的技术帮了很多
人。”

山东省寿光市稻田镇张
营村的张益昌自称自己是一
个浪子，年轻时在村里干支书
顾不上家，上了岁数后出去干
技术员还是顾不上家，在他心
里最亏欠的是老伴。这么多年
来，老伴一人种大棚，拉扯着
孩子，像老爷们一样泪珠子摔
八瓣。再后来，孩子们都成家
了，老伴就在家把孙辈一一看
大，一刻也不得闲。

如今，身体原因，老伴再
也干不动了，身边还需要人照

顾。老张咬咬牙，就向基地领
导打了辞职报告。“说什么也
不能再出去了，当了一辈子负
心汉，是时候做点补偿了。”老
张愧疚地说。虽说辞职了，但
这个年老张一直也没闲着，基
地上的技术活没人顶起来，一
有事就给他打电话，老张总是
不厌其烦地回复。就算大年三
十，老张都在不停地打电话。

“老头子，你还是回去吧，
我看出来了，你是人在家里，
心在外面，我的身子骨还行，
你就放心吧，别给人家误了
事。”老伴看着心不在焉的
他，终于决定不再强留。

最终，老张还是决定返
回工作地了，临上公交车的
那一刻，年近七十岁的老汉
子眼圈一红，第一次流下了
眼泪：“老伴，对不住了，我
这辈子怕是要做个负心汉
了！”

远行的列车上 一颗颗初心“热辣滚烫”
春节，是在外工作的技术员最盼望的一个节日。工作了一年，终于可以跟亲人团聚了。然而春节刚过，从正月初二开始，就有技术员开始陆续踏上返

回工作地的列车。一年之计在于春，开春农事操作千头万绪。所以，年未尽兴，他们就辞别家人，急匆匆奔赴到全国各地了。远行的列车上，这些匆忙赶路
的技术员们，带着梦想，带着希望，一颗颗初心是那么“热辣滚烫”！

正月初七一大早，山东
省寿光市纪台镇桃园村的张
文海大哥就早早踏上了发往
河南的公交车，头靠在公交车
座背上，张大哥眯着眼情，过
年的热闹景象又浮现在眼前：

正月初五这天，张大哥
家特别热闹，一下子来了三
十多名亲戚，亲朋好友一起
热热闹闹地聚了一下。一年
了，好不容易能和亲友们一
起聚聚，张大哥一高兴，喝得
有点大。尽管不胜酒力，但张
大哥太高兴，仍一个劲地和

亲戚拼酒。老婆几次阻止，都
让儿子给拦下了：“妈，就让
我爸放纵一下吧，一年了，难
得回来一回。”

的确，干技术员这些年，
张大哥很少回家，主要是路
途远，也心疼钱。近两年还
好，因为新添了孙女，张大哥
多向家跑了几次，要是往年，
一年也就过年回一次家。尽
管今年老板给放了长假，但
张大哥心里仍牵挂着基地，
他提前看了天气预报，近几
天有雨雪天气。“当地是冷
棚，黄瓜苗刚栽上，最怕低
温。”虽然喝得有些迷糊，但
棚里的事，张大哥脑子里始
终绷着一根安全弦。之所以
把这么多亲戚同一天聚在一
起，是因为天气有变化，张大
哥临时决定提前赶回去，因
此没有时间挨家走亲戚，更
没有时间天天在家等着亲戚
来串门。干脆，张大哥一口气
打了一通电话，把所有亲戚

全喊来了。张大哥说，这是他
过得最开心的一个春节。

正月初七，张大哥就踏
上了返回工作地的公交车。
与以往不同的是，张大哥的
行囊里多了厚厚一大摞技术
资料，这是年前在技术员新
春团圆会上搜集的。“北方蔬
菜报办得这次技术员聚会真
是好，大家一起交流，学到了
不少东西，还有这次企业送
的技术资料和产品手册，都
是宝贝，这次回来，收获真不
小。”临行前，张大哥无不感
慨地说。他告诉记者，回去
后，他会把这些资料认真学
习一下，之前他粗略看了一
眼，有很多新技术和新产品，
这次回去，肯定会先在他服
务的地区推广一下，让更多
的菜农从中受益。

“爷爷，不要想我，你去
照顾菜娃娃吧！”想起小孙女
的话，张大哥一阵心酸，赶紧
把流泪的脸扭向车窗外。

早春气温低，光照差，植株生长慢，
这对于正处在结果期的棚室甜椒来说
面临严峻考验。山东省寿光市上口镇东
锡家邵村锡光庆总结了一套管理办法，
他告诉记者：“培育壮棵是甜椒获得高
产的关键，当前要做到一控，二调，三
防。”

一控是控制棚室温度。
甜椒坐果后，白天温度一般在

30℃左右，控制棚内温度在25-28℃左
右，最近阴雨雪天气较多，气温较低，保

温被拉放时尽量做到早揭晚盖，尽可能
确保棚内甜椒延长见光时间，增加光合
产物积累，夜温在15-18℃为宜。

二调是合理调控肥水供应。
锡光庆的做法是，甜椒坐果前期一

般不浇水不施肥，以控制植株旺长培育
壮棵为主，当坐果后再浇水施肥。若棵
子长势较弱，可适当冲施壳聚糖或海藻
精调控。对椒坐果后可进行第一次施
肥，亩用生物菌肥配合高磷高钾大量元
素水溶肥7-8公斤冲施，四门斗椒坐果

后，可适当增加肥水供应，亩用壳聚糖
4升配合高磷高钾的大量元素水溶肥
10公斤冲施，以后每批果实坐住都要
进行冲肥一次，以确保植株和果实的营
养充足供应。

锡光庆告诉记者，施肥前一定要看
天气预报，选择晴好天气进行，以滴灌
为宜，浇水量不宜过大，以免损伤根系，
影响植株生长。他指出最近天气气温变
化大，雨雪天气多，尽量少浇水或施肥，
以防止棚内湿度过大引发病害。

三防是严防病虫害。
春天病虫害多，尤其是灰霉病、细

菌性病害以及螨虫和蓟马，一定要提前
预防。除控制好棚内湿度以外，还要定
期喷药预防。根据天气情况，可每隔10
天喷一次百菌清混净果精加菌思奇配
合杀虫剂防治。

因冬春季节低温寡照，棚内湿度
大，锡光庆采用熏烟雾剂的办法防治病
虫害。

本报记者 程相玲

锡光庆：一控二调三防 甜椒壮棵三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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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儿子没给您丢脸，我的技术帮了很多人。”

“老伴，对不住了，我这辈子怕是要做个
负心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