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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造就更多顶梁柱

康琼艳

关慧明关慧明（（右右））在田间指导农民种植蔬菜在田间指导农民种植蔬菜。。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余余 健健摄摄

张林昌骑行张林昌骑行在贵州省锦屏县河口乡培陇村的在贵州省锦屏县河口乡培陇村的公路上公路上。。

杨晓海杨晓海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为 菜 农 服 务 一 辈 子
——记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科技特派员关慧明

本报记者 余 健

传 邮 路 见 证 山 乡 变 迁

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

乌 兰 察 布 市 兴 和乌 兰 察 布 市 兴 和

县 大 同 夭 乡 种 植县 大 同 夭 乡 种 植

的菠菜长势喜人的菠菜长势喜人。。

张晓鹏张晓鹏摄摄

（（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

察布市察哈尔右翼中旗科

布尔镇乳泉村，元中园蔬菜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晓

罡这几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大棚里不少

西红柿果实上，突然多了一片片灰毛毛。“赶

紧打电话给关老师。”王晓罡口中的“关老

师”，是乌兰察布市科学技术事业发展中心

二级推广研究员、科技特派员关慧明。

次日，关慧明带着自己研发的生态制剂

驱车到了村里。一口水没喝，关慧明就进了

大棚。“这是灰霉病，不用担心，有办法。”关

慧明详细介绍了制剂的使用要领，解了王晓

罡的燃眉之急。

像这样下乡到田间地头为农民服务的

事，关慧明一干就是 39 年，他被农民们亲切

地称为“蔬菜医生”，曾获全国先进工作者、

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等荣誉。据不完全统

计，关慧明及其团队累计培训菜农 10 万多人

次，义务现场指导近 20 万人次。

“我是农民的儿子，服务农民是我的使

命。我曾说过，要为农民服务一辈子，只要

我还干得动，就会信守承诺！”关慧明说。

农田就是工作室

关慧明 1962 年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阿

尔山市，1980 年考入内蒙古农牧学院农学系

蔬菜专业。“在学校的后两年，老师让我管理

15 亩试验田，除了上课，我基本吃住都在试

验田里。这段经历让我学到很多，也让我真

正对蔬菜种植产生浓厚兴趣。”关慧明说。

1985 年，关慧明被分配到乌兰察布市从

事农技服务工作。当时，经费并不充足，他

常常自费下乡服务。几年间，他走遍了乌兰

察布市和周边各旗县区。“我学的是农业技

术，只有在田间地头才能发挥作用，农民们

需要我的技术。”他说。

关慧明主动沉下来，把自己“浸泡”在田

间地头，与农民们打成一片。在清水河县杨

家窑乡高家山村，他向村民推广丰产沟地膜

覆盖新技术，手把手教农民种植马铃薯和玉

米；在察右前旗三成局乡罗家村，他带领农

户平整河岸，建蔬菜大棚⋯⋯关慧明与农民

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农民种蔬菜需要啥，

我就干啥！”

2003 年，关慧明被评选为全国第一批科

技特派员，开始组建自己的科研团队。他

说：“在科技特派员制度和团队支持下，我努

力扩大蔬菜领域的科技特派员队伍，并成立

科技特派员创业联合会，每年冬春时节都会

到各旗县市区举办蔬菜适用技术培训班。”

察哈尔右翼中旗铁沙盖镇黄羊城村种

植大户张小平就是关慧明培养起来的科技

特派员。“我跟关老师认识将近 20 年。在关

老师的帮助和指导下，我的种植技术不断提

高，种出的胡萝卜和洋葱品质越来越好，产

量也更高了。”张小平说。

为了提高服务效率，关慧明还开始在视

频平台发布农技科普短视频。“现在一个解

答问题的视频发出去，就能让很多人受益。”

关慧明说，他还经常在农田里直播，为网友

“支招”。

示范推广新技术

在长期的探索研究中，关慧明发现，当

地高海拔、高纬度、气候冷凉的条件，十分适

合在夏季种植甘蓝、洋葱、胡萝卜、西蓝花等

蔬菜。

“乌兰察布夏季短暂凉爽，昼夜温差大，

这样的气候条件对传统农业生产来说可能

是劣势，但正好适宜种植喜好冷凉、生长温

度在 17 摄氏度至 25 摄氏度的蔬菜。”关慧明

说，冷凉地区蔬菜还可以和南方蔬菜错季上

市，市场优势明显。

基于此，关慧明提出“开发冷凉资源，发

展冷凉蔬菜”的设想，得到业内专家认可。

关慧明还联系蔬菜遗传育种专家、中国

工程院院士方智远，邀请他到乌兰察布进行

冷凉蔬菜新品种新技术的研发。2012 年，由

方智远院士牵头，乌兰察布市成立冷凉蔬菜

院 士 工 作 站 ，关 慧 明 担 任 院 士 工 作 站 负

责人。

院士工作站试验大棚里的蔬菜苗是关

慧明的宝贝。“我们这里有甘蓝、胡萝卜、洋

葱、西蓝花等冷凉蔬菜，其中甘蓝已经实现

国产良种化，其他品种还在研发当中。这

些 苗 子 都 是 我 们 珍 贵 的 种 质 资 源 。”关 慧

明说。

10 多年来，院士工作站围绕冷凉蔬菜良

种国产化、蔬菜栽培和绿色防控技术，组成

7 个科研团队开展科研攻关，先后筛选培育

出中甘 628 系列品种，并在全国完成示范和

推广；完成胡萝卜、洋葱杂交优良品种的培

育和筛选工作，进入示范和推广阶段。

关慧明把蔬菜良种国产化作为工作站

任务的重中之重。他说：“目前我国蔬菜良

种国产化水平还有待提高。希望院士工作

站的专家团队能够在蔬菜良种国产化方面

取得更多突破。”

除培育良种外，关慧明和团队还着手将

冷凉蔬菜的栽培技术标准化。比如，针对何

时播种、栽苗，何时防虫、防病，用肥多少、怎

么用等，他制定相应标准，便于农民掌握。

如今，在关慧明的带动下，乌兰察布冷

凉蔬菜种植面积从 2 万多亩发展到 70 多万

亩，冷凉蔬菜现已推广到多个地区种植。

科学防治病虫害

关慧明有一个“宝物”，去哪里都随身携

带，并且无论遇见专家教授还是农民朋友，

都要把它拿出来向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宝

物”就是他用 20 年时间研发出来的食品级防

治病虫害生态杀虫剂。这是关慧明的心血

之作。

在霸王河村，几乎家家户户都认识关慧

明，不仅是因为他经常给村民地里的蔬菜

“治病”，更是因为多年前关慧明拯救了全村

的蔬菜苗。

霸 王 河 村 村 民 常 建 新

告诉记者，有一年，全村 400 多栋温室的黄瓜

秧突然打蔫泛黄，菜农们用尽了各种办法都

无济于事。当时，在该村蹲点的干部拉上关

慧明奔赴现场，查找原因。在确定是“斑潜

蝇”虫害后，关慧明组织科技人员连夜加工

了 400 份药物制剂送到菜农手上。一周后，

奄奄一息的瓜秧重获新生。

“虽然我不是病虫害专家，但有一点我

明白，菜农问我，就是信任我，他们需要的，

就是我要攻关的。”关慧明说。

为了研发生态药物制剂，关慧明从基地

到田间，田间再到实验室，熬夜到凌晨两三

点，每天做几十组实验，有记载的实验就有

三万次之多⋯⋯

2017 年，关慧明带领团队研发出系列生

物制剂。这是以牛羊屠宰后的下脚料和青

草为原料制成的无毒无害、食品级生态杀

虫剂。

科技攻关无尽头。2020 年，团队继续

攻克“根结线虫害”难题，成功研发 GC20—

1 生 态 制 剂 ，为 农 民 节 省 90% 的 虫 害 防 治

成本。

据统计，关慧明团队每年组织抢救的因

重大自然灾害及多种病虫害给蔬菜作物造

成损失的土地达 10 万余亩，每亩至少为农户

挽回损失 1000 元以上。

关慧明扎根农村基层一线 39 年，始终怀

着科技富民的初心、技术助农的恒心，扎根

在田间地头。他说：“我这一辈子都在农田

里，在帮助农民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的技

术也得到了很大的进步。我会坚持下去，用

技术造福更多农民！”

“大国工匠是我们中华民族大

厦的基石、栋梁。”“把第一线的大国

工匠一批一批培养出来，这是顶梁

柱。”⋯⋯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大国

工匠再次成为与会代表委员讨论的

热点。高素质、高技能人才是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是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培养造就

更多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具有现实

而深远的意义。

国以才兴，业以才立。每一项

关键技术的突破、每一次大国重器

的“上新”、每一个超级工程的面世，

都离不开大国工匠久久为功的钻

研。在前不久全国总工会发布的

2023 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中，有

的挑战世界级装配难题，有的精削

细磨为国之重器打造澎湃动力，有

的与风雨竞速提升预警水平，有的

练 就 一 双 沙 里 淘 金 的“ 火 眼 金

睛”⋯⋯在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

强国迈进的重要关口期，一批又一

批大国工匠凭高超的技能不断擦亮

中国制造的招牌，创造了一个个令

国人倍感自豪的“高光时刻”。

千工易寻，一匠难求，我国高技

能 人 才 还 存 在 较 大 缺 口 。 截 至

2021 年 底 ，我 国 高 技 能 人 才 超 过

6000 万，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仅为

30%，一些岗位高技能人才的空缺

数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甚至达到 2 以

上。面对产业迭代加速与人才储备

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培养造就更多

大国工匠尤为紧迫。

让更多大国工匠成为顶梁柱，

要求在生产一线大力弘扬工匠精

神，鼓励技术工人在实践中打磨一技之长、在毫厘间淬炼

匠心品质。从一线工人到大国工匠，势必会经历千般考

验。面对滚烫灼人的熔炼车间、天寒地冻的检修现场、枯

燥无味的生产数据，技术工人只有发扬执着专注、精益求

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才能在一道道工序、

一个个零件中捕捉到改革创新的契机，进而成长为名副

其实的顶梁柱。

让更多大国工匠成为顶梁柱，要求在全社会营造尊

重工匠、崇尚工匠、争做工匠的良好氛围。近年来，我国

产业工人的队伍日益壮大，职业发展的空间不断拓宽。

“新八级工”制度在各地落地实施，职业教育结构不断优

化，围绕高技能人才的各项保障和服务逐步完善⋯⋯越

来越多技术工人看到了希望、更有了奔头，也坚定了走技

能成才、技术报国之路的信心。

匠心聚，百业兴。期待更多大国工匠成为行业发展

的顶梁柱，为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

的人才支撑。

“小罗，你的包裹到了！”在贵州

省锦屏县河口乡培尾村村民罗康鑫

家 门 前 ，乡 村 邮 递 员 张 林 昌 还 没 停

稳 摩 托 车 ，就 开 始 喊 话 。 随 后 ，签

字 、扫 描 、出 库 ，一 系 列 投 递 流 程 无

缝衔接。

张 林 昌 的 邮 包 里 ，小 到 牙 膏 牙

刷，大到农具农资，这些村民们需要

的东西可谓一应俱全。张林昌告诉

记者：“包裹占了大头，几乎每次都要

把 我 的 4 个 大 邮 包 撑 得 满 满 的 。 要

是遇上‘双 11’，还得换上面包车，才

能装得下。不过，包裹虽然多，我也

没 觉 得 特 别 累 ，借 助 手 机 APP 的 帮

助 ，我 总 能 实 现 准 确 快 速 的 寄 送 和

投递。”

“我刚成为乡村邮递员时，山区邮

路崎岖不平，摔跤受伤是常有的事，投

递任务进行的并不是那么顺利。”张林

昌回忆。

1987 年，23 岁的张林昌退伍后，回

到家乡锦屏县河口乡担任乡村邮递

员。河口地属苗岭东脉，大小村寨沿

着清水江散落在群山之间，不少村寨

不通公路。

河口片邮路是锦屏县最长的一条

邮路，全程 90 余公里，横穿锦屏县 5 个

乡镇，要服务 23 个行政村的 2.5 万名余

村民；同时也是最难走的一条邮路，山

高坡陡、水寒谷深。

“苦不苦，干了才知道。”张林昌

回忆，当年，村民通讯几乎全靠书信，

运送邮件只能靠肩挑背驮。巨大的

工作量以及艰苦的工作环境给了张

林昌一个“下马威”。他长途跋涉了

3 天 ，才 完 成 第 一 次 投 递 邮 件 的 任

务。摸黑回到邮政支局时，他头发蓬

乱，裤脚满是泥巴，衣服被划破好几

个口子，手脚被割出一道道血印子，

甚是狼狈。

有一年冬天，因连续数日大雪，邮

路结下一层厚冰。张林昌挑着邮包经

过启蒙镇甘塘村的一个山坡时，突然

脚下一滑，摔倒了。他拼着一股劲，奋

力把邮包扔到安全的地方，自己却摔

到路坎下两米多深的水沟里。他把头

探出水面，慌乱中抓住几棵藤草，呛了

几口冰水才爬回路面。

这样的意外对乡邮员来说是家常

便饭。“我也想到过放弃，但一想到 2 万

多村民期盼的眼神，我又留了下来。”

张林昌说。

随着农村交通条件的改善，张林

昌的工作环境发生很大变化。2006 年

至 2010 年，锦屏县累计投资 2.2 亿元建

设农村公路，基本实现乡乡通油路、村

村通公路；2010 年，张林昌购置了一辆

摩托车。“很多地方都能骑车了，要走

的山路越来越少，我肩上的负担也轻

了许多。”张林昌说。

目前，锦屏县公路通车里程已超

2230 公里。日益完善的乡村交通网

络，让张林昌的工作环境一年好于一

年。“连我的衣服也干净了不少。”张林

昌欣喜地说。

邮路越来越平坦，包裹内容也越

来越丰富了。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

展，原来在投递业务里占大头的汇款

单、信件越来越少，包裹快递日益增

多，张林昌的邮包日益“鼓胀”。

为了紧跟时代步伐，张林昌不仅

学会了使用智能手机，更是熟练掌握

了 邮 政 业 务 系 统 APP。 通 过 手 机 操

作软件，确保群众的邮件包裹及时准

确妥投。

“寄东西、收包裹、带东西，一个电

话给张邮递，他就上门来了。”张林昌

成了村民的“快递员”。

张林昌还帮助村民卖货。部分村

民通过电商平台将腊肉、糍粑、腌鱼等

农特产品卖出大山，张林昌的邮路则

成为这些农特产品走出大山的“最先

一公里”。“能够推动当地优质农产品

走出大山，为村民致富贡献力量，是我

的幸运。”张林昌说。

更让张林昌开心的是，他还能为

越来越多的高考学子递送录取通知

书，带去好消息。看着越来越多的孩

子 走 出 大 山 ，张 林 昌 心 里 别 提 多 高

兴。“分享他们的快乐，是这个职业送

给我的特殊礼物。”张林昌说。

30 多 年 里 ，他 的“ 行 头 ”从 自 行

车、摩托车换成了小货车，从最初简

单的书信投递到现在越来越多网购

物 品 投 递 ⋯⋯ 这 个 看 起 来 闭 塞 的 地

方 ，也 顺 着 邮 路 追 赶 时 代 。 张 林 昌

说：“30 多年来，我走着一样的邮路，

不一样的是邮路上乡亲们的生活正

发 生 着 改 变 ，一 切 都 在 向 好 的 方 向

发展。”

□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