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李晓娜 闫雪梅

本报讯 岁序更易，华章再
新。为丰富教职工校园文化生
活，增强教师间凝聚力和合作意
识，近日，圣城教育学区组织开
展了2024年元旦教职工趣味运
动会。

此次趣味运动会由圣城教育
学区办公室精心组织策划，设立
了集体跳绳、定点投篮、踢毽
子、托球跑、自行车慢骑等多项
比赛项目。各项目集趣味性、协
作性和竞争性于一体，不仅需要
个人的机智灵活，更注重集体的
团队配合，充分考验了选手的合
作协同能力，极大地激发了全体
教职工的参与热情。

“师”放活力“燃”动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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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销售侯伟：

助乡亲发家致富
“新农人新农人”接棒“老把式老把式”

好的品种、好的种苗，再加
上后期合理、高效的栽培技术，
是种植户种好菜的第一保障。为
了不让大家盲目跟风种植，有了
新品种、新技术的时候，侯伟会
在推广时严格做好售前、售后服
务，甚至每天进村入户，面对面
指导农户技术管理、病虫害防治
等，真正做到“种给农民看，引
导农民干”。

“小侯三天两头就会来我们棚
里转转，看看我们新种茄子的生
长情况，给出合适的管理方法。”
呙宋台村有着多年茄子种植经验
的农户王明海说，今年棚里种的
是新品种黑布林茄子，茄棵粗
壮，果实皮薄，茄子生吃就能尝
到甜味，“这个品种是今年3月份
我在观摩会上看到的，产量高、
品质好，试种效果不错。”

王明海是4月底种下的黑布林
茄苗，但没多久植株就出现了打
蔫情况。一天，骑着电动车“转
棚”的侯伟及时发现了这一情
况，凭借自己的经验并根据植株
的生长情况，他为这批种苗定制

了一套专门的管理方法。之后，他
每天都去棚里观察茄苗生长情况，
果然，没多久植株就恢复了健康。
看到一行行种苗绽绿吐翠，长势
喜人，王明海连连称赞：“别看小
侯年纪小，但为人踏实靠谱，种
植技术上也有‘两把刷子’，我们
都非常相信他。明年，我打算在棚
里都种上这个品种！”

在侯伟看来，卖种子、种苗
就跟盖房子一样，是个良心买
卖。农民买一季苗子，寄托的是
他们一年的希望，容不得半点马
虎。为了给农民提供优质种苗，
侯伟因地制宜，靠前服务：他在
古城街道曹家村建了专门的番茄
试验田，在台头镇张家庄村建了
茄子试验田，在青州市谭坊镇建
了试验新品种的拱棚……每一
次，他都是从上百种种苗中选出
适合当地种植的，然后反复试
验，直到挑选出种植表现最好的
品种推荐给农户。

“我的工作不仅是销售，还是
农民和研发公司之间的桥梁。”侯
伟说，研发公司每年会研发许多

品种的蔬菜种子，但由于种植的
区域或者土壤环境不同，不是每
一种种子都能适应当地的种植环
境。“我现在做的就是对接更好的
国内科研资源，试验种植出最适
合我们本地种植的品种，同时，
将平时在田间地头收集的村民们
对种子的需求反馈给公司，拉近
公司与农户间的服务距离，让公
司更了解农户的直接需求，研发
出更‘接地气’的品种，让更多
的种子拥有‘中国芯’。”

“在家乡创业的这几年，对我
来说意义非凡，家乡的巨变更给
予了我不断深耕农业的决心和信
心。未来，我们打算与现有的合
作社合作，统一收购农产品，让
购买我们种苗的农户不必担心销
路，最大让利给农户。”侯伟说，
作为一名新农人，他将趁着乡村
振兴的东风，在农业一线发挥青
年智慧、展现青年活力、勇挑青
年担当。明年，公司还打算响应
国家的助农号召，免费为附近村
的贫困家庭提供优质种苗和种植
技术，助力美丽新农村建设。

潜心学习
做新时代的新农人

“对于老一辈人来说，务农是繁重的体力
活，但对于我们这一代‘新农人’而言，务农
更像是一份有创造性和挑战性的事业。”侯伟
介绍，他的父母从2005年开始做种子生意，
以销售普通蔬菜品种为主。为了接棒种子销售
这一行，他在大学期间学习了市场营销专业。
但在与农学专业的朋友交流后，他逐渐感受
到，营销策略仅是种苗销售成功的一小部分内
容，并且，在销售中打交道的大多是朴实的农
民，华丽的销售技巧不如“接地气”的农业技
术和实打实的种植成果更有吸引力。

大学毕业后，侯伟没有立即进入种子销售
行业。“我想先以学习的态度，更全面地了解
一下整个种子、种苗销售行业，然后把我学习
到的知识用到实践中。”侯伟先是进入一家大
型企业干销售，因为他认为“大企业有自己成
熟的运营管理体系，在里面能学到不少管理知
识”。

2018年，侯伟回到家乡后，首先在周边
镇村调研走访。他经常一个人骑着电动车到田
间地头和农户们聊天，了解他们在农业方面的
需求，同时去农资店与“植物大夫”交流植物
种植经验，向农业专家取经。晚上回到家，他
还在网上学习农业知识。

“2019年，积累了一定经验后，我决定一
个人到陌生城市试试。”没有父母的帮助，侯
伟打听着只身来到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林青庄
村。回忆起第一单生意，他说自己是幸运的。
随机走进一个西红柿种植大棚时，菜农马师傅
正在大棚里忙碌着，他便在旁边打下手。

“打开市场是很难的，我首先要做到的是
让客户看到我的诚心与产品实力。”临走时，
侯伟留给了马师傅一包种子。过了半年，马师
傅打电话告诉他：“小侯，种子我种了，长得
不错，等合适的时候你过来给我们开个观摩
会，介绍介绍这个品种，顺便推广一下！”就
这样，侯伟把自家的番茄种子成功地推广到了
山西。

这次的成功经历，给了侯伟开拓市场的信
心。如今，他已把自家的种子种苗销售到了全
国各地，内蒙古、辽宁、江苏等地都种上了他
推广的口感番茄、茄子、辣椒等品种。

试验示范 甘做农民身边的顾问

■本报记者 杨晓菡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也是
农业现代化的基础。1994年出生的威
特农业销售经理侯伟，是孙家集街道呙宋
台村人，年纪轻轻的他已经有了五年种苗
销售经验。他卖的种苗品种新、收成好，
给农户提供的管理方法又到位，成为周边
村农户们非常信赖的销售商。如今，这
位“90后”年轻人在家门口实现人
生梦想的同时，还带动了父老

乡亲发家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