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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北川人的菜篮子 □ 记者 房贤刚 报道

▲只要有机会，刘欣庆就会到北川老县城去看看，不仅表达对逝者的
哀思，更表达了对北川这片土地的敬慕。

刘欣庆和同事一起来到安昌镇东升村马玉华(右二)家里走访。马玉
华如今是产业园的一名员工。

▲刘欣庆在寿光蔬菜产业集团援建的北川维斯特电子交易市场与
客户交流。该市场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果蔬产品电子交易市场。

▲通过反复地农业试验和精心管理，刘欣庆他们的辛劳结出了累累硕果。

▲刘欣庆到当地村民的田地里观察作物的生长状况。

▲与北方大不相同的生长环境，使刘欣庆他们必须时刻观察作物的
生长状况。

刘欣庆来北川已有一年零九个
月了。尽管这儿的维斯特现代农业
高科技示范园还不能跟寿光的相
比，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在这样
的一片土地上，建成这样一个产业
园，作为一名援建者，他的心里还
是有说不出的自豪！而更让他自豪
的是，他是山东人！山东援建者在
这里获得的口碑，使他受益匪浅。

来北川之前，刘欣庆供职于寿
光蔬菜产业集团办公室。从他们开
始援建北川起，小刘就多次向领导
申请到北川来工作，直到2009年8
月，领导才批准了他的请求。

刚开始，小刘负责办公室的企
业注册登记、后勤生活保障、现场
指挥部筹建，工地现场管理等工
作，一个人干好几个人的活。由于
当时正值北川新县城建设的高峰时
期，产业园的入园企业很多，都需
要办理各种各样的手续，工作量特
别大，对于原来学会计的他来说，
压力很大，加班到深夜十一二点，
甚至一两点是家常便饭。

除了工作上的劳累，刘欣庆最
不适应的还是这里的饮食。原来几
乎不吃辣椒的他，刚到北川的第一
顿麻辣火锅，就让他真正体验到了
四川人的生活。不过经历了短暂的
不适后，他也慢慢能吃辣、不拉肚
子了。

水土不服的同时，气候也是大
敌。绵绵不绝的细雨使他很不适
应。说来也怪，北川的雨一般都是
晚上下。板房里的雨夜尤其难熬。
当然，他也从别人那里学到了一点
儿经验：白天开上一段时间的电热
毯，晚上就不会那么潮湿了。

后来，小刘开始负责种植基地
的工作。这项任务更加艰巨。他们
不仅需要对北川当地的农作物进行
选择和改良，而且要从寿光的蔬菜
品种中选择适宜当地种植且效益高
的品种。由于北川雨量多、光照时

间短，而这一切没都必须赶在2010
年5·12地震两周年之前完成，所以
谈何容易。为此，他们联合当地农
业专家、中科院教授、寿光蔬菜集
团的专家及技术人员，成立技术小
组，采用多种种植试验的方式以进
行充分对比。

试验的过程是漫长的，种植苗
子就像照顾婴儿一样，所以每个工
作人员都格外细心。小刘他们24小
时轮流值班，一刻也不敢放松。为
减少病虫害的发生，他们尽量采用
嫁接苗，每隔一段时间对土壤空气
进行全面消毒。由于经常停电停
水，他们不得不采取特别措施。停
电了，他们就用备用发电机发电；
停水了，就用水泵抽，用人力挑；
温度低了，就用加热线加热；遇到
连续阴雨天气，就用补光灯……经
过5个月的努力，终于在2010年3月
如期达到试验效果，并统一搬迁至
新建成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智能温
室。刘欣庆永远忘不了工程告捷的
那天，他们自己买来酒，吃着自己
种出来的菜，在那个周末之夜，喝
得酩酊大醉……

离家久了，小刘和他的许多同
事一样，免不了经常想家。每当这
时，他们就会一起去别的地方转
转，看看北川的百姓，看看其他的
援建者的工作。他们每个人都清
楚，他们的潍坊老乡崔学选的英雄
事迹，他们的寿光老乡李华刚的坚
守与奉献……他们能战胜一切艰
辛！

如今，北川维斯特的产业正在
进一步拓展，他们的生产基地、农
产品交易中心的规模、农产品深加
工项目等都在不断地扩大。刘欣庆
肩上的担子也在不断加重。他说：
“虽然我从来没受过这种苦，但山
东对北川的援建是一项无比高尚的
事业。为自己参与这项事业我感到
无比欣慰！”

▲和同事一起漫步在北川新县城，刘欣庆心情格外舒畅。

▲板房里的生活是艰苦的，但刘欣庆说，这样的生活，苦中有乐。

▲为北川的孩子们讲解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刘欣庆充满了自豪。

▲生产基地已开始为当地的企事业单位提供配菜服务。尽管产量尚不能满足需求，但
刘欣庆对此信心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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