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小时服务热线：0536-5253221
2024年3月29日 星期五 责编/马云星 美编/籍红 棚友圈 9

丁超武，现年46岁，山东省潍坊
市寿光纪台镇丁家尧河村人，一位土
生土长的农村青年，却有着普通人少
有的胆识和思维。初识丁超武，就感
觉到了他的与众不同，低调中带着敏
锐，沉稳中带着胆识。朴实的言谈
中，总能让人感觉到他对新生事物独
特的观点和对农业新技术的不懈追
求。他说他喜欢做梦，喜欢追风，喜
欢风来时，自己像蒲公英一样带着梦
想随风起舞。

丁超武口中的风是指“科技风”，
为了能敏锐地捕捉到“风”的动向，
种棚的他时常“开小差”，即使棚里的
活再忙，他也会“溜”出去参加各种
技术论坛、会议。在外人眼里，他这
是不务正业。可让村里人不解的是，

“不务正业”的他，种出的蔬菜无论产

量还是品质都出类拔萃，这不得不让
人对他刮目相看。很显然，他是一个
不甘寂寞的男人，有着一颗不安分的
心，只有最理解他的妻子知道，他不
会“老老实实”地在家种一辈子棚。

2007年，这个喜欢追“风”的男
人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了一名科技火
炬手，像蒲公英一样飘向了远方。在
做技术员的日子里，他的足迹踏遍了
大江南北，在传播技术的同时，也接
触到了很多新生事物，这坚定了他推
广新科技，造福农民的信心和决心。

2016年，丁超武了解到秸秆还田
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新技术，这项技术
不仅能解决大棚蔬菜重茬障碍，还能
变废为宝，成为蔬菜增产的好肥料。
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推广这项技术，可
事是好事，做起来却比登天还难。秸
秆还田起初技术并不成熟，费工费
力，即使觉得是个好事，菜农也并不
乐意去尝试，这让他非常苦恼。有人
劝他，秸秆还田是政府的事情，你只
是一介平民，操哪门子心？但丁超武
不这么认为，一项新技术的革命，总
得有人去尝试和推广，于是他一边跑
农业部门和媒体寻求帮助，一边从身
边熟悉的农户入手，一户户地做思想
工作。最终，在他苦口婆心地引导
下，终于有几户菜农成了第一批敢

“吃螃蟹”的人。后来，他听说寿光纪
台镇的李延平、张学春等人也在致力
于做这件事情，于是他找到了他们，
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掀起了寿光
大棚蔬菜秸秆还田的一场革命。如
今，大棚蔬菜秸秆还田技术在寿光得
到了很好地普及，在这个过程中，丁
超武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2018年，喜欢追“风”的丁超武

又把目光聚焦到完全生物降解地膜
上。在丁超武眼中，传统地膜不仅使
用费工费事且污染严重，而完全生物
降解地膜使用方便，易分解，绿色环
保。他觉得，完全生物降解地膜的出
现，必将引发地膜应用的一次新革
命，这又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情。于
是丁超武又忙活开了，找试验户，做
推广，追踪试验效果。有朋友劝他，
新事物推广太难，你单枪匹马，靠一
张嘴一双腿，浑身是铁能捻几根钉？
但丁超武不这么认为，新技术总得有
人去尝试，都不想去“吃螃蟹”，再好
的技术也不会得到普及和推广。在他
不懈地努力下，终于有了一批忠实的
用户。见到效果后，用完全生物降解
地膜的农户也越来越多。

“目前，完全生物降解地膜还没有
完全普及，对此我总结了两点原因：
一是成本较普通地膜偏高，二是完全
生物降解地膜的制作工艺技术仍需进
一步提高。但瑕不掩瑜，完全生物降
解地膜也有着无可比拟的优点，市场
前景很好。”丁超武满怀信心地说。

2022年，丁超武又发现了一个好
东西，那就是昆虫肽。昆虫肽是一类
生物活性物质，它们存在于昆虫体
内，并具有多种功效作用，对农作物
增产增收效果非常显著。了解到这些
后，丁超武找到了专业生产昆虫肽的
厂家寿光泽畅生物工程公司，开始了
昆虫肽产品的推广。虫子提取物能做
肥料？菜农听说后直摇头，丁超武也
没有过多解释，这是在他意料之中的
事情。他知道，大棚是菜农的命根
子，不会轻意的换用新肥料。于是，
他还是用了最笨的办法，做试验。他
深信，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老百姓说好才是真的好。那段时间
里，他天天往菜农的大棚里钻，亲自
给菜农冲施试验肥。每当菜农看到效
果后露出满意的笑容，丁超武总是开
心得像个孩子。他说：“推广新技术是
技术员的使命，这就是我为之奋斗的
价值。”

从2023年开始，丁超武又有了新
的使命，一种新式打药机的出现，让
他眼前一亮，凭着一名技术人员敏锐
的眼光，他觉得这款打药机雾化效果
好，使用更方便，是一款完全颠覆传
统喷药技术的新农具。“好东西就要让
更多的人用上！”丁超武觉得发现好东
西不去推广是一个技术员的失职。这
一次，他不再一家一户地去推广了，
他想到了北方蔬菜报社，这么好的东
西只有通过媒体的力量才能得以快速
推广开。于是在2024年北方蔬菜报社
举办的技术员新春团圆会上，这款新
式打药机横空出世，吸引了众多技术
员的目光。“真没想到，北方蔬菜报社
的技术员联盟平台上聚集了这么多优
秀的技术员，今天有这么多技术员慧
眼识珠，这款打药机一定会迅速推广
开，让更多的菜农从中受益。”丁超武
感慨地说。

这就是丁超武，一位平凡的技术
员，却有着不平凡的追求。2024年新
年刚过，丁超武又匆匆出发了，这一
次他的出发地是北京。不知道这一次
远行，这位喜欢追“风”的男人又会
带回什么高科技？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期盼
更多的技术员像丁超武一样，能引来
科技的东风，创造出更多的奇迹！

本报记者 马云星

范乐顺是山东省潍坊市寿光洛城
街道饮马村人，1957年出生，他是70
年代的高中生，毕业后在林业部门工
作过一段时间，大棚蔬菜刚开始发展
时，他是村里第一批建棚户，也是村里
第一批外派技术员。他先后去过德州、
新疆、山西、山东等地从事技术服务工
作，一干就是十几年。

2013年在山东省援疆办安排下，
范乐顺到新疆指导蔬菜生产，负责岳
普湖、蔬乐、蔬府三个地方 300 多
个大棚的技术管理。当年 8 月份到
达后，迎面而来的是未建设好的大
棚和棚里的一堆土，当时的新疆农
民靠天吃饭，对大棚蔬菜又了解甚
少。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范乐顺
不畏困难，根据当地土壤情况，先
压碱，实行盆栽，发展滴灌等设施
建设，手把手地教当地农民种菜，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范乐顺的指导
下大棚里成功种植出了五彩椒、番
茄、无刺小黄瓜等蔬菜，新疆日照时间
长，光照强，昼夜温差大，种出的番茄、
小黄瓜口感很好，广受欢迎。

前几年，范乐顺在潍坊一家基地

负责西兰花技术管理工作。由于市场
对收购西兰花有严格的标准，不但要
求形状、颜色得符合标准，还要求无
病斑、无虫眼，大小不合适的不要，
开花的不要。因此，露天种植西兰花
困难重重，在一定程度上考验着技术
员的“真才实学”。

“夏天西兰花病害、虫害多，预防
很重要，成熟期容易上病，尤其是细菌
性药害；整个生长期施肥、打药都要慎
重，防药害肥害。”范乐顺告诉记者，成
熟期前管理最关键，西兰花一旦管理
不当就容易开花、绿头顶。为管理出优
质的西兰花，范乐顺工作中起早贪黑，
每天忙碌在田间地头，仔细地观察和
培育着每一棵西兰花，付出终有回报，
当年西兰花大获丰收。

经范乐顺技术管理出的西兰花质
量好，平均直径达到11-12厘米，平均
每个重达1.2斤左右。由于品质好，客
户抢着收购，出口俄罗斯，种出的西兰
花论个卖，每个西兰花卖到2.3-2.5元，
最贵的卖到了2.7元一个，100亩地的
西兰花赚了37万元，范乐顺凭借自己
的技术实力受到基地负责人的认可。

如今60多岁的范乐顺仍然工作在
大棚一线，用自己精湛的技术培育出
一片生机勃勃的蔬菜。在寿光寨里园
区工作期间，细心认真的范乐顺工作
严谨，把负责的大棚当成自己的棚来
管，把棚里的活儿当作自家的活儿来
干，一干就是三年多。

园区内，范乐顺负责管理的几个
大棚，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去
年白粉虱危害严重，园区里很多大棚
蔬菜受其危害严重，而经范乐顺管理
的几个大棚由于防范措施到位，没受
到影响，从种植到拔园一直青枝绿叶，
受到各地参观者纷纷称赞。

现在棚里种植的2K西瓜，定植时
来的苗子弱，又遇上阴雨雪天气，范
乐顺把这棚西瓜苗当成自己孩子般悉
心呵护，用心培育，到现在西瓜已经
开花，长势越来越好。“春天高温蔓
子细，易徒长，适时放风很重要，否
则光长蔓子不坐瓜。”范乐顺说。在
范乐顺的悉心管理下，一棚棚蔬菜瓜
果正在茁壮成长，不久后将会结出丰
硕的果实，孕育出新的希望！

本报记者 程相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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