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3平湖版

2024年5月30日 星期四 电话/85018416 E-mail/pinghubs@vip.163.com 编辑/殳璐妍 版式/李春霞

DONGHU·GUSHI

东湖·故事

5月 11日下午，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变
得乌云密布，大雨倾盆而下。雨滴重重地砸
在办公室的落地窗上，与朱春弟的采访声交
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别样的节奏。每当窗
外的雨滴变得密集，朱春弟总会不由地把目
光投向窗外，脸上流露出担忧的神色。他喃
喃自语道：“刚刚还是大太阳，怎么又在下大
雨了，这样农作物很容易被病毒侵入的……”
窗外的天气阴晴不定，朱春弟的心也如同这
天气一般，忐忑不安。

作为一名农技员，朱春弟对气象变化有
着敏锐的“嗅觉”。他深知天气对农作物生长
的重要性，因此总是时刻关注着天气的变化，
以便为农户们提供最及时的帮助和指导。他
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也为无数农户在遭
遇农业难题时找到了解决方法。

在钟埭街道的农户中，朱春弟的名字几
乎无人不晓。他不仅是农户心中的“技术顾
问”，更是他们的“定海神针”。多年前，来自
云南的农户汪本雄到钟埭街道种植蜜梨和桃
子，希望能够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自己的农业
梦想。然而，令他沮丧的是，种了三年的桃树
却迟迟不见结果。老汪作为外乡人，面对这
样的困境无计可施。正当他陷入绝望时，他
记起了朱春弟的联系方式。于是，他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拨通了朱春弟的电话。朱春弟
没有让老汪失望，他第一时间赶到果园里查
看桃树的叶片、枝条和花朵，并向老汪详细询
问了栽培的方式和过程。经过一番调研，朱
春弟找出了问题的根源——授粉数不够。这
是一个关键的发现，因为授粉不足直接影响
了果树的产量和品质。然而，由于桃树已经
生长了三年，基本已经定型，要改变授粉情况
并不容易。但朱春弟没有放弃，而是凭借自
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选择了一种创新的解
决方案——在桃树枝条上进行嫁接。这是一
种既能够加快繁殖速度，又能够提升果树品
质的方法。通过嫁接，朱春弟成功地拯救了
所有的桃树，帮助老汪解决了困扰多年的问
题。

过去，老汪的一通电话唤来了朱春弟，而
现在，随着微信等社交媒体的普及，一则微信
消息，就能随时随地联系到朱春弟。

“立夏到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田间
管理工作！”“最近天气多变，提前做好小麦
赤霉病的防治！”钟埭粮食群、经济作物群、
水产养殖群、农产品用药群……根据作物种
类不同，这几年，朱春弟陆陆续续建起十多
个技术服务微信群，每到时令时节或者农作
物生长的关键时期，他都会及时送上“温馨
提示”。

“有了微信群，大家一遇到困难，就可以
直接私发我或是在群里发出求助，我看到后
也能及时作出处理和指导。当然，这个群还
是一个交流平台，农户们可以在里面互相取
经，所谓高手在民间，很多农民都是‘扫地
僧’，连我都是‘东面学来西面传’。”朱春弟
谦虚地说。通过微信群，朱春弟不仅成为了
农户们的技术指导者，更成为了他们之间的
桥梁和纽带。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了
农户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促进了农业生产的
发展。

这 27年里，朱春弟宛若一位穿梭于四季
诗行间的“土专家”，他矢志不渝地致力于农
业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已指导农户万余次，引
进“浙华麦”等30多个新品种、“蚕豆春化”等
20多项新技术，推广新品种、新技术面积累计
30多万亩。

世间万物，皆有其时。“我呀，我喜欢土
地，喜欢这片土地上的人，土地是不会骗人
的，你付出了自然也会有回馈。”

临别之际，暴雨依旧肆虐，但天气预报
说，明天将会是个大晴天。

2727年年，，坚守与土地的约定坚守与土地的约定
5月11日，立夏已过，小满未至，正是农事繁忙的时节。在这充满希望的

季节里，朱春弟刚刚结束了田间的奔波，坐在办公室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朱春弟，这位被誉为“最美浙江人·最美农技员”的农业专家，他的脸上挂

着淳朴的笑意，但粗糙的双手却不停地摩挲着桌面，略显紧张。然而，当谈及
他27年的农业生涯时，他仿佛一下子被注入了活力，立刻打开了话匣子，与记
者分享起了自己的农业情缘……

生姜棚里的
“示范引路人”

小麦田里的“科技探路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对于农户来说，高产更
高产是个永恒的主题，这同
时也是朱春弟心中的头等
大事。

2019年，与浙江大学农
机推广中心合作，推广应用

“真打粮”叶面肥，从当年的
300亩试验田到 2022年的 5
万多亩，不仅为本辖区内农
户排忧解难，更为平湖粮食
增收助力；2022年，提供技
术指导的小麦“扬麦 28”，获
得2022年度小麦最高亩产、
最高百亩方亩产纪录两项

“浙江农业之最”纪录，提升
了粮食单产；发明“小型秸
秆发酵用粉碎装置”等 3项
实用新型专利，与省农业农
村厅、省农科院等开展近 20
次合作，用实际行动助力乡
村振兴……做好农户的“科
技员”，朱春弟一直在路上。

几年前，在推广秸秆还
田这一技术时，有农户发现
不少麦种会粘在秸秆上，导
致其在冬天雨季时受损，而
这带来的问题是小麦产量
的大幅下降。而农作物产
量的大幅下降，对于农户来
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不
少农户就这一问题纷纷向

朱春弟反映。农户的反映
是送上门来的农业工作，代
表着他们对朱春弟满满的
信任感。农事连着农民的
心事，在欣慰于他们的信任
之余，朱春弟开始积极寻找
解决办法。然而应对措施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找到的，
这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

朱春弟急得团团转，蹲
在家里查文献、找资料，到实
地看情况、找问题，书翻了一
遍又一遍，田也下了不知道
多少回。好在皇天不负有心
人，朱春弟发现，相对于普通
的“漫天洒绿”，条播似乎更
有“性价比”。随之而来的问
题是，南方地区降水多、泥土
含水量高，不利于大型设备
进场，而条播需要农机下地
一次性完成开沟、施肥、播
种，同时对畦田进行镇压平
整，使得播种施肥深度一致，
这样才能更好促进麦苗生长
促分蘖。学习小麦条播技
术、改良北方农机设备，朱春
弟和钟埭街道得稻家庭农场
负责人张良杰一拍即合、说
干就干。不熟悉条播技术就
去苏北实地考察，对于农机
设备不熟悉就请教专业人

士，开展了适宜浙江地区的
小麦新型“翻、施、播、整、封”
一体化同步栽培技术试验。

结果是喜人的。去年
年初，20亩低洼地块试用小
麦条播技术提上了日程。
几个月后，只见运用条播技
术的一边，是一排排粗壮整
齐的麦苗，长势喜人；另一
边，则是长势不均、疏密不
等的原始撒播种植麦苗。
不仅如此，改良后的条播机
器还将秸秆全量还田，在增
加土地透风性和透光性的
同时，让麦苗充分接触土
壤，节约作业时间和成本，
大大提高出苗率、降低小麦
后期病害，做到一举多得。

试验成功后，朱春弟的
责任感更强了。他说，我是
农民的儿子，自小就在土地
里摸爬滚打，7、8岁会除草，
9、10岁能插秧，田里的事就
是我的事。今年，朱春弟再
次启航，联合周边农户，将
一体化同步栽培技术播种
面积扩大到了 1000亩。阡
陌纵横的田野上，朱春弟奔
波于田间地头、辛勤劳作、
仔细观察、不断尝试，只为
了能把新成果转变成农户
鼓鼓的钱袋子。

高粱地里的“共富带头人”

田间地头的
““群众贴心人群众贴心人””

■记者 金睿敏 杨晨燕

“我从事农业工作已有 27 年，这些年里，我倾
力于农技推广工作，我想让农户的钱包鼓起来，让
大家不再‘看天吃饭’，想让田地颗粒尽收、农户皆
有收获……”谈起从农的初衷，年逾半百的朱春弟
仿佛又看到了那个 24岁懵懂却坚定的自己。

1997年，他从嘉兴市农业技术学校农作物栽培专
业毕业，怀着一腔孤勇，进入平湖市白马乡农业技术推
广站工作。当时，生姜是白马乡的特色经济作物，一亩
地能带来七八千的收入，很多人一家老小都指望着种
植生姜过日子。然而，如果一成不变地按照老方法种
植生姜，那么老问题、新问题就会日积月累，朱春弟意
识到是时候作出改变了。作为刚毕业的学生，朱春弟
的理论知识十分丰富，但是，在与农户的一次次交谈
中，他发现与其从书中找办法，不如向土地要答案。

磨破嘴皮子，不如干出好样子。为此，朱春弟决
定种一块试验田，由自己亲自参与，地点就选在他从
小长大的广陈镇。他腾出一块地，从育苗开始，认认
真真地种起了生姜。于是，每天去田间走走、观察生
姜的长势便成了家常便饭。仅实践摸索，朱春弟就花
了三年多的时间，第一年 1亩，第二年 2亩，第三年 3
亩……他深入田间地头，一有时间就待在地里，无论
晴雨，精耕细作，了解生姜的传统种植方案和种植水
平，通过各种种植数据的汇总与方案比较，不断总结
经验教训，筛选更适合平湖本地的优质品种、优化种
植方案，买苗、培育、观察，绞尽脑汁思考如何解决降
温问题、如何让生姜提早上市、减少土传病害。

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三年后，由朱春弟主持
的第一个项目《大棚生姜的试验与示范》落地，建设性
地提出了采用大棚进行设施栽培，利用遮阴网避免阳
光直射、挖深沟以降低地下水位的三点针对性建议。
方法看似简单，但是作用巨大，将生姜的亩均产量从
1500斤提升到了 3000斤，一亩地的收入也直接翻了
一番，农户们喜笑颜开。

忆起往昔，朱春弟目光炯炯，似乎种植生姜就在
昨天。27岁这一年，他用脚步丈量大地，把论文写在
了田野上。如今，时间的指针已经转向了他做农技人
的第27年，多年的户外工作令他皮肤黝黑，连同事也
忍不住调侃他：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卖炭的，走进一
问，才知道是农业技术推广站的。但他始终坚信，实
践出真知，这些年，他依旧走在农田，年复一年观察记
录，寒冬数九，将自己的聪明才智与辛勤付出凝聚在
田间地头。

春争日，夏争时，四季
轮转，但朱春弟的“办公场
所”始终未变——坚守在田
间地头，奔走在这片希望的
田野上。27年来，唯有一副
框架眼镜让老朱的脸上透
出了一丝与自己农技员身
份相匹配的“科技范”。

27年与土地共生，使得
朱春弟深知土地的珍贵和
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多年
前，一簇簇加拿大一枝黄花
早已“见缝插针”地长在征
迁后未开发的土地、荒废的
干旱地以及乡间道路、农田
旁。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入
侵让朱春弟意识到了外来
物种对生态系统的威胁。
为了守护这片土地，为了让
空地不再荒芜，他不断探索
土地的奥秘。在一次又一
次的清除工作中，朱春弟时
常会思考，是否有植物能压
制 加 拿 大 一 枝 黄 花 的 生
长？是否有植物也能像加
拿大一枝黄花一样生长在
干旱地？

答案，一直在田间。
在一次走访农户的途

中，朱春弟看到田埂上零星
长了几株“甜高粱”，也就是

平湖人常吃的“芦嗦子”。
朱春弟一拍脑门：“甜高粱”
不就是高粱的一种，那为何
不尝试种高粱呢？高粱种
植成本低，和加拿大一枝黄
花的生长周期类似且生长
速度快，而且高粱还是经济
作物，能带动农户增收致
富，这不就是一件一举两得
的好事嘛。

朱春弟说干就干，2022
年，钟埭街道和浙江省农科
院旱粮所合作，在路边试种
了一亩高粱。试种的高粱
在土壤中深深扎根，枝叶繁
茂，长势分外喜人。“最后长
出的高粱穗有手臂这么长
呢！”朱春弟翻着照片，兴奋
地向记者比划。

这一成功的试种为钟埭
街道的农业生产带来了新的
希望。次年，钟埭街道又扩大
了种植面积，300多亩的高粱
地测产，每亩高达 370多公
斤，吸引了周边众多酒厂纷纷
前来收购这些优质的高粱。

这 可 把 朱 春 弟 乐 坏
了。“高粱浑身是宝，秸秆可
以化作肥料还田，实现资源
的循环利用；高粱本身又可
以酿酒、做糕点，一亩高粱

地能增收一千多元。这帮
农户可‘精’了，一看到高粱
长势好，又能卖钱，他们都
抢着种呢！”朱春弟乐呵呵
地说。今年除了钟埭，高粱
种植已经推广至曹桥街道、
林埭镇、独山港镇等地，预
计种植面积达3000多亩。

如今，钟埭街道的农田
十分“忙碌”。11月中上旬
种下小麦，次年 5月底收获
小麦；6月中上旬种下高粱，
10月收获高粱；11月再种下
小麦……“高粱+小麦”的轮
作种植模式，使得在钟埭街
道就能看到“冬种小麦春看
黄，夏种高粱秋看红”的盛
景。

而对于“农田不闲”，朱
春弟自有说法：这就是土
地，土地是最宽容的，它从
不计较人们的索取，只默默
地付出，承载着人类的希望
和梦想。正是这份对土地
的敬畏和热爱，让朱春弟能
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将杂
草丛生的荒地变为生机勃
勃的高粱地，让农户的“钱
袋子”鼓了一圈又一圈，让
生态环境和经济效益实现
了双丰收。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