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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5日，在贵州

省黔东南州黎平县高屯镇
侗家佬茶叶种植基地，采摘
工正在采摘春茶。

据了解，黎平县茶叶种
植面积已发展到36万亩，
其中投产茶园面积19.6万
亩，干茶产量1.2万吨，总
产值达10.4亿元，受益农
户5.4万户、16万余人，茶
叶种植已成为当地农民增
收致富的主打产业之一。

李必祥/摄

作为一名农技工作者，朱小

勤扎根一线 28 年从事植保和病

虫害预测工作。她和团队每年

跑遍全县 6 个小麦和水稻观测

点 100 多趟，车程上万公里，破

解了“水稻田农药减量控害增

效”“杂交水稻病虫害综合防

控”等 10 多项技术难题，使水稻

一生农药使用次数从 9 次降到 2

次，并在全国进行推广。

贺丽姣在秧田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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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小勤朱小勤：：““虫阿姨虫阿姨””护航粮食安全护航粮食安全
脚下踩泥土 心中有真情

乡情乡韵乡韵
兴农人兴农人巾帼

找一个榆钱儿最多最厚最嫩的

地方，把筐挂到一个粗一些的枝干

上，然后或坐或骑或蹲，在榆树之中

穿梭……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改改

朱小勤清楚地记得照片的拍摄时间：
2013年11月5日。

“为什么会对拍摄时间记得如此清楚？”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疑惑地问道。

“下农田调查多年，我第一次看到那样的
景象。太震撼了！”说起照片的画面，朱小勤
整个面庞都亮了起来，一连说了好几个震撼。

谈及照片内容背后的“秘密”，朱小勤用
扎根一线28年的实践，给出了谜底。

朱小勤，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农业综合
行政执法队种植业分队队长，去年被授予全
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今年又荣获全
国巾帼建功标兵称号。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三农’工作者，国
家给我了无上荣光。这份殊荣让我更坚定
了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初心。”专注实干的
朱小勤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实干——从一次次下田中破题

名字里的“勤”字，似乎在冥冥之中道出
了朱小勤工作的常态——勤劳地忙碌着。

1995年，朱小勤从农校毕业，进入基层
农科站工作，开始了下田“干活”的职业生
涯。不怕脏、不怕蚊虫叮咬、不怕风吹与日
晒，她挽起裤腿，双脚踩泥，“泡”在田里，不
是农民胜似农民。

朱小勤的日常工作是负责全县主要农
作物的病虫害检测和防治指导。她深知责
任重大，心里始终绷着一根弦，时时刻刻操
心着一件事，那就是全县10万余亩小麦和
20万余亩水稻的生长情况怎么样？病虫害
情况如何？

预测预报是植保工作最关键的一个环
节。预判病虫害情况离不开从一线调查得
来的数据。“基本上每天都要去田里观察，往
往天气越恶劣，越要下田。”朱小勤说，“不到
田里我心里没底。”

2017年5月，正值水稻育秧期，朱小勤
和同事在一家农场的水稻秧盘里发现了恶
苗病。恶苗病会影响水稻整个生育期，严重
的话，移栽后可能会造成绝收。考虑到后果
的严重性，朱小勤带领团队立即调研了全县
多个育秧基地，并敏锐地意识到可能是浸种
剂出了问题。她立即将情况反映给省市专
家，并召集相关部门人员连夜开会，紧急调
整嘉兴范围内的浸种剂配方，及时化解了一

场全市水稻减产的风险。当年，仅海盐就挽
回粮食损失5.8万吨，总产值1.7亿元。

这件事后，有人说朱小勤运气好。但了
解她的人都清楚，所谓“运气好”，背后是日
复一日的实干经验。

创新——在坚持不懈中找寻出路

“麦子或者水稻成熟的时候，早晨或是
傍晚，你如果到田里去，就会看到麦面或稻
面上覆盖着一层蜘蛛网，像一层薄薄的棉被
铺在那里，真的很震撼！”

原来这就是让朱小勤激动不已的照片
之谜。“蜘蛛是检验生态好坏的指示动物之
一。生态好了，蜘蛛自然多了，才会出现这
样的景象。”

在朱小勤的一一解释下，记者深刻理解
到在这一景象背后蕴含着她和团队多少年
的付出和汗水。

作为一名农技工作者，朱小勤一直以来
扎根一线从事植保和病虫害预测工作。她
带领团队先后完成80多项农药药效实验，
成功筛选出30多个适合本地的新农药，破
解了“水稻田农药减量控害增效”“杂交水稻
病虫害综合防控”等10多项技术难题。

创新改革路上最难的不是让农民掌握
技术，而是改变他们的观念。

2007年，浙江省首个水稻主要病虫害
全程防控方案在海盐县启动，从那时起，每
年她和同事都会在新农药筛选和农药减量

项目上做大量试验研究。
打药除虫是农户根深蒂固的种粮经

验。农作物出现什么问题就马上打什么药，
是他们的下意识动作。

当朱小勤团队的技术刚开始推广时，很
多农户向她抱怨“农药打少了不行吧？”面对
村民的质疑，朱小勤没有气馁，每天下田和
农民沟通，逐步让他们理解接受，还经常亲
自做样本田来说服农户。

推广过程中，朱小勤看到“农作物上铺
棉被”的景象时，震撼之余她知道，这条路走
对了！这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走过整整10年，这项技术最终被农户
广泛接受和认可，水稻一生农药使用次数从
最开始的9次降低到现在的2次，并在全国
进行推广。

病虫害得到有效防治，节约了成本，还
保护了环境，可谓一举多得。更难能可贵的
是，在此之后，农户完全被朱小勤折服，以后
她的各项创新技术全面推广落地周期缩短
至3~5年。

坚守——一以贯之的初心使命

“为粮食安全保驾护航是我不变的信
念，为农民服务是我最朴素的心愿。”

这句话，从小身板的朱小勤口中说出，
有着难以言喻的力量感。28年来，她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默默地为初心使命书写注脚。

“说实话，刚开始下田，一点儿不适都没
有是不可能的。”朱小勤坦言，刚开始参加工
作时，农药和病虫曾让她无法适应。

但责任，让朱小勤克服困难，一往无
前。时至今日，每五天的病虫调查，朱小勤
从不缺席。她和团队每年跑遍全县6个小
麦和水稻观测点100多趟，车程上万公里。

把自己“探”入稻田里，让朱小勤积累了
扎实的经验和专业知识。

2020年8月，水稻正处于孕穗期，朱小
勤在水稻田内观测到迁飞型害虫短翅褐稻
虱出现时间比往年早，且虫量偏多。根据往
年的经验及多年的数据记录，她预测当年水
稻褐稻虱将大暴发，必须采取防治措施。很
快，海盐县植保站就下发了水稻虫害预警，
并联合镇植保员开展宣传，最终避免了一次
水稻大面积倒伏、减产的虫灾。

由于常年和病虫害打交道，常常看到朱
小勤在田间地头埋头数虫子的村民，给朱小
勤起了个昵称——“虫阿姨”。

对这一称呼，朱小勤满脸笑意地接纳
了。她明白，这是村民对她的信任和喜爱。

脚上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
情。未来的乡村振兴路，朱小勤会走得越发
坚定与有力。

2013年11月5日，朱小勤拍下的“农作
物盖棉被”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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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伟 袁静 曾龄英/文
■ 袁静/摄

惊蛰一过，犁耙水响，年复一年的春耕拉开了
序幕。在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这些天奔走在田
间地头忙着集中育秧的三位女性“新农人”，唱响
了一台春耕“大戏”。

3月11日，位于桃江县修山镇月明山村的
湖南大队长农业有限公司集中育秧基地里一片忙
碌的景象，两条自动化育秧生产流水线在快速运
行。只见一只只空秧盘被依次放上传送带，随着
机器运转，调配好的基质土、水稻良种被均匀播撒
在秧盘里，经过洒水、覆盖，随后被移至育秧大棚
内保温催芽。

流水线旁，公司董事长刘世妹正在忙前忙后
指导。据介绍，公司占地4500平方米的基地将为
修山镇双季稻万亩示范片的6个种粮大户和村集
体水稻生产合作社提供育秧服务，目前已签订集
中育秧面积1万亩。

刘世妹说：“跟老办法育秧相比，机械化集中
育秧能节约种子肥料成本、缩短育秧周期、减少人
工投入、提高产量，而且更适合后期机械化插秧和
田间管理。”

在修山镇通往桃江县城的公路上，修山镇莲盆
嘴村的种粮大户贺丽姣开车往邻近的桃花江镇罗
家潭村赶去。贺丽姣在罗家潭村流转了800亩土地
种水稻，这天，她请来的帮工在等着她送午饭。

“这里有45亩田要集中育秧，除了自己用，周
边还有一些要买秧的，另外怕天气不好，打一点儿
富余，留出一点儿要补种补秧的。”在罗家潭村，贺
丽姣指着眼前的一大片秧田爆豆子似的说道。

刚送完饭，贺丽姣又急着往回赶。她在莲盆
嘴村承包了 1280亩稻田，集中育秧面积有 50
亩。当天这边也请了帮工，一回来，她就赶紧下田
给育秧拱棚盖地膜。

高桥镇荷叶塘村的刘紫微是1998年出生的
种粮大户，年纪虽小，却是种田的“老把式”，会开
旋耕机、无人机、收割机、烘干机等农业机械。“今
年又多包了一点田，准备种500亩双季稻、200亩
一季稻。”正在秧田里摆放育秧软盘的刘紫微说，

“因为包的田是从两个村流转的，所以集中育秧要
在荷叶塘村搞20亩，在横马塘村搞30亩。”

摆放好育秧软盘后，刘紫微开着摩托车回到家
中，将浸好的早稻种子捞出沥水，准备后续的催芽。

“一年之计在于春”，桃江县农业农村局党组
书记、局长蔡重阳说：“为完成好今年粮食生产任
务，我们将狠抓集中育秧，落实早稻集中育秧可
插大田面积20万亩，示范带动早稻种植面积23.8
万亩。”

刘世妹（右二）在自动化育秧生产流水线旁指导。

刘紫微在秧田摆放育秧软盘。

■ 汪志

“阳春三月麦苗鲜，童子携筐摘榆
钱。”每到阳春三月，我就想到了榆钱这
种美食。因为每年的三月时光，只要下
班回到家，进门就能闻见久违的榆钱饭
味道，此时，妻子会给我端来一碗刚蒸熟
的榆钱儿饭，那个香呀。

高大的榆钱树长在道路两旁，进入
三月后，榆钱已悄然爬满了树梢，薄薄
圆圆嫩嫩青青的榆钱一簇簇地垂着，一
树树绿油油的像一串串翠绿色铜钱，一
嘟噜一嘟噜的几乎压弯了树枝，散发着
淡淡的香气。榆钱是榆树的种子，圆圆
的，外边缘处薄薄的，中间鼓起来，酷似
绿色圆形的钱币，色泽翠绿，气味清香，
一簇一簇的，嫩嫩的，甜甜的，带着春天
的气息。

故乡在长江岸边，听八旬母亲讲，
在他们那个年代，榆钱儿往往被当成春
天青黄不接时的食物，如今生活水平好
了，榆钱儿被当成了年年春天被老一辈
尝鲜的美食，很多孩子已经很难想象爷
爷奶奶那辈人吃榆钱树叶的情景。我
老家房前屋后就有好几棵老榆树。儿
时，每年春天榆钱儿最鲜嫩的时日，我
和母亲便会取出闲了一个季节的梯子
和很大的槐条筐，来到榆树下，先把梯
子架到榆树的主干上，再一手扶着梯
子，一手拎着大筐，悠悠地爬上榆树的
最深处，找一个榆钱儿最多最厚最嫩的
地方，把筐挂到一个粗一些的枝干上，
然后或坐或骑或蹲，在榆树之中穿梭。我那时很小，只
能在一旁看着，等长到十几岁后，每年春天，我就爬到
榆树上帮母亲摘榆钱儿。

后来到了北方工作，每到三四月榆树开花的季节，我
和妻子抽空便去撸榆钱儿。从小就吃榆钱儿的我，至今
仍喜欢这个味道，且越吃越香甜。回家后，妻子先把榆钱
倒进水里泡，一个小时后，开始清洗。洗完第一遍，水是
黄浊色的，等洗完三遍后，水才渐渐变清了。这时，妻子
会抓起一把榆钱仔细查看，见榆钱里没有沙土和杂物时，
才捞出来沥干水，准备做白面榆钱饭。把榆钱和白面拌
匀放入蒸笼，随着蒸笼里冒出浓浓的白色蒸汽，一股清香
甜美的味儿直扑而来。妻子把笼屉取下来，揭开笼盖，出
笼的榆钱儿饭金黄松软，清香弥漫。把捣好的蒜切碎撒
在上面，泼入一小勺烧热的香油搅匀。我们端着香喷喷
的榆钱饭，大快朵颐地吃起来。

我血糖高，于是每年妻子都用榆钱蒸一些窝头。
先将榆钱清洗干净，控干水，然后用食用油拌一拌，这
是为了锁住水分、保持颜色鲜绿，再放葱姜末、盐、十
三香和面粉混合，捏成窝头，放锅里蒸二十分钟出锅
即可。

榆钱味道可口，营养丰富，有健脾和胃、安神助眠、杀
虫消肿、止咳化痰等功效。民间有“宁愿不吃肉，也要吃
榆钱”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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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3 日，江
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佐龙
乡邓家村农民正在进行
蔬菜田间管理。

近年来，永丰县采
取“党支部＋基地＋农
户”模式，高质量发展蔬
菜产业，逐步扩大蔬菜
种植规模，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刘浩军/摄

▲

3月14日，在江苏省连云港市
灌云县同兴镇轴北村的蔬菜大棚里，村
民正忙着往育秧盘里摆放西瓜种子。

初春时节，连云港市各地农村一
派繁忙景象，村民们不误农时，利用气
温回升、天气晴好的有利时机，加紧进
行播种、育苗、授粉、管护等农事活动，
确保丰产丰收。 耿玉和/摄

春日到 农事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