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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保无人
机 在 田 间 作
业。

合作社长势
喜人的小麦。

农业部保护性
耕作技术创新与集
成示范区。 杜高古在传

授种植经验。

腊月二十五上午，胶州市洋河镇朱季村的
青岛高产农机专业合作社洋溢着年的喜气。回
荡着欢快歌曲的院子里，办公楼窗明几净，各
式各样的农机具整齐有序；经理室里，玉树盆
栽苍翠欲滴，春联福字在案台上“静候佳
期”，花生油、大米等年货堆满了墙角。合作
社负责人、65岁的杜高古告诉记者，这些年货
是他给村里的贫困户准备的，除此之外每户还
有一千块钱现金，“扶贫走访是合作社每年的
惯例，必须做好。”

从18岁开始种地，杜高古与土地打了一辈
子交道，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而他又是个
十足的“新农人”，为了心中的高产梦，他成
立合作社，流转土地500亩，引进大型拖拉机、
无人机等全程机械化设备，潜心研究保护性耕
作技术，种植的小麦亩产达700公斤、玉米高产
田亩产1000公斤，均达到高产水平，带领村民
一齐致富。实干加巧干让杜高古成为了远近闻
名的种地达人，获得了“全国粮食生产先进个
人”“山东省乡村之星”等荣誉称号。而被山
东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聘为实用技术专家的杜高
古，则更喜欢叫自己“土专家”。

留有遗憾的生产队长

在上世纪70年代，高中毕业的杜高古是村
里的文化人。“高中是我赖着去上的，那时候
名额少，要推荐选拔，优先照顾军烈属。我哭
着嚎着找村党支部书记，‘我学习又好，为什
么不让我去？’”杜高古如愿以偿地上了高
中，1976年毕业后回家务农，1978年就成了当
地最年轻的生产队长。为了提高粮食产量，解
决好村民的温饱问题，杜高古领着村民日干夜
干，可辛辛苦苦忙活大半年，到头来亩产才四
五百斤，村民们还是吃不饱。“那时候是真吃
不饱啊，我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血气方
刚，我心里不服气，始终不服气。当时就不明
白，有水有肥，也下了力气，为什么就是不长
粮呢？”

懊恼的杜高古在心里埋下了“高产梦”，
他要带大家一起吃饱饭，顿顿都能吃上白面馒
头。“那时候农民没有路子，不知道该怎么
干，我自己努力学习想带大家找出路，慢慢地
能看出一些路子来。”

当时村里有一台拖拉机，好学又好动的杜
高古跃跃欲试。“我上学的时候学了，‘农业
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机械化’，这是毛主席说
的，我们就听毛主席的。那时候有这样的头
脑，但是没有机械怎么办？拖拉机到我们队里
干活的时候，我就跟拖拉机手说‘你歇歇，我
给你干’。”

生产队的工作刚有了起色，准备大展拳脚
的杜高古看到了“大包干”的红头文件。“土
地一分，把我分傻了，那会儿我的高产梦想还
没实现呢。”失落了一阵子，杜高古很快又找
到了新的方向，“那时候就听说发展个体经
济，挣了钱都是自己的，我就骑着自行车到周
围的大集上转，看人家卖这个卖那个，我就跟
人家学。1983年，我到工商局注册了营业执
照，一直干到现在。”

起初，杜高古经营的是一家卖烟酒糖茶日
用品的综合商店，1988年开始卖农资。十几年
间，妻子在家卖货，他去外面上班。家里还有
四亩地，早晨上班之前和晚上下班之后，他都
要去地里干活，星期天还要去进货。“五点多
下班，日头还很高，回到家下地一直干到天
黑。我闺女说：‘爸爸别人不给你评劳模，我
跟我妈给你评！’”

1997年，作为个体工商户代表，镇上安排
杜高古去青岛学习，“这次学习，领导讲的话
我是听进去了，他说不要有前怕狼后怕虎的想
法，改革开放是永久性的，你挣了钱永远是你
个人的，只要你不偷税漏税就行了。这对我的
启发很大。”

从青岛回来，杜高古就成立了公司，招
人、买车，紧锣密鼓。“那些年，我看到农村
的地膜、化肥越用越多，这是一个商机，我决
定不干小买卖了，干大买卖，做农资批发。”

从未离开过土地的杜高古，懂技术，会经
营，生意越做越大，成为山东乐义化工有限公
司胶州、胶南（现西海岸新区）销售总代理。
“乐义化工聘我为销售公司的副主任，因为我
一年就能给他们公司卖5000吨化肥，2004年到

2009年我一直保持着销售业绩第一名，每年年
底开年会的时候奖一辆轿车给我。奖到第三辆
的时候，我找到王乐义说：‘我不能要车
了。’他说：‘为什么？’我说：‘我已经有
这么多车了，还能开得过来？’他说：‘哦，
给你打钱。’就把车的钱打到了我账上。”

53岁再追梦

2007年，国家颁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镇政府选派杜高古到胶州党校学习。
“学习的那两个礼拜，我就想，咱是庄户人，
国家颁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就是要圆
我以前没圆的高产梦啊，当年种地没成功，这
不又可以让我干了吗？”那一年，杜高古53
岁，他决心大干一场，圆了自己一直没有忘却
的梦。

2008年3月2日，杜高古去寿光找王乐义拜
师学艺。“我说：‘我有个想法，想弄农村合
作社，你觉得能不能行？’他说：‘这是好
事，你有技术，有能力，还会推销。’王乐义
很支持。”

谈了一天，杜高古兴奋得觉都睡不着了。3
月19日，他注册了第一个合作社，“那时候真
有使不完的劲。”三年后，农业局的领导到合
作社调研，问杜高古挣了多少钱？杜高古没有
说话，抹起了眼泪。“我当时感情用事了，没
挣着钱，憋了很多火，心里有很多委屈。”

杜高古说，起初流转土地，要把老百姓的
地拢起来集体去种，他们没有一个接受的。

“我去他们家里说：‘你们家里有5亩地，
一年能挣多少钱？’他们说：‘我们一亩地一
年能挣千把块钱。’我说：‘那我一亩地给你
1000块钱，现在就给你钱，你把地交出来吧，
我给你种，你爱出去打工就出去打工。’”

杜高古觉得这是给老百姓做好事，一亩地
就算产2000斤粮食，卖2000块钱，还得去掉1000
块钱种子化肥的费用，我给他们1000块钱，还
不用他们自己干活，这是多好的事。

“我给他们说：‘你们不要不相信我，我
可以把钱先给你们。’他们心里没底，都不同
意。”

第二次，杜高古找了他在村里的一些同
学，请他们一起到饭店吃饭。“我说：‘给你
们说说我的想法，现在有土地流转的政策，你
们这几个人的地都在一块儿，一共50多亩，我
给你们一亩地1000块钱，我给你们种，我想在

你们这里当个起点，在这安营扎寨，不然光有
这个想法做不起来不行啊。’有人说：‘1000
块钱一亩？你有钱，给我们1200算了。’”

这是同学之间耍贫嘴的玩笑话，可杜高古
很认真。他心里很清楚，一亩地1200块钱挣不
出来，“那时候，老百姓种的地不像咱们现在
种的地，现在的地土质培养起来了，相当于把
一个小学生培养成了大学生。土质很关键，不
是哪块地亩产都能达到2000斤的。但我心想，
要想干事就不差这200块钱了，当场就给了他们
钱。”

正如杜高古所愿，这钱没有白花，他们成
了杜高古的宣传员，经常得意地跟村民们说：
“俺的地一亩给俺1200块钱，俺不用种了，光
耍就行。”见土地流转确实靠谱，有不少村民
主动找到了杜高古。第二年，杜高古以每亩
1000块钱的价格流转了100多亩土地，跟老百姓
签订了协议，之后每年增加100多亩。

三年赔了近100万元

土地流转的难题化解了，可由于土质问
题，粮食产量上不去，三年时间杜高古赔了近
100万元。“出了很多力，操了很多心，得罪了
家人。跟着我卖农资的亲戚朋友也不理解，说
你这不是傻吗？卖化肥挣的两个钱都赔了。怕
工资没有保障的员工，都离开我走了。”说起
这段心酸往事，杜高古悄悄地抹了下眼角。

分析赔钱的原因，杜高古说，那时候地里
产的粮食少，人工用得多。那时候全靠人工，
种这么多地需要雇很多人。“想要高产，必须
要机械化，要用新技术。”

2008年，杜高古买了一台拖拉机、一台收
割机，此后每年添置。听说日本亩产高，他自
费跑去日本参观学习，在日本农村呆了10天。
回国之后，他更是“东跑西窜，上蹿下跳”，
“我不是去跑领导，我是去跑农业大学，请求
技术的支援、技术的指导。2010年，青岛农业
大学的教授来我们这儿搞水肥一体化试验，而
水肥一体化技术国家从去年才开始推广。2012
年，合作社就成立了专家工作站，现在青岛农
业大学、山东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
农科院有五六个组，都在咱们这里做教学课
题。”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是杜高古在学
生时代就在脑子里背得滚瓜烂熟的话。成立合
作社之后，他的体会愈加深刻。“我们这里离

山洲水库近，我在生产队当队长的时候，水库
里的水想什么时候放就什么时候放，往地里淌
就行，用不完。农民就怕天干，学了水肥一体
化技术，正好赶上了大旱。”

杜高古推行的水肥一体化技术，建立在滴
灌技术的基础上。滴灌技术已经成熟，但将其
整合为水肥一体化技术，并不是将肥料混入到
水中那么简单。滴水头对水的净度要求很高，
一旦达不到要求就会造成堵塞，致使出水不
畅，甚至不能出水。肥料必须是专用型全溶性
肥料，否则即使对肥料溶解液进行多次过滤，
也很难达到要求，溶解在水中的营养成分还会
在出水控制元件附近凝结，对出水流畅性产生
影响，对元件造成损坏。

杜高古说，起初他对水肥一体化技术也不
接受，先拿出50亩地、100亩地作试验，试验成
功以后推广应用到了全部的土地上。“2014
年、2015年、2016年三年严重干旱，井里没有水
了，我打了十六七眼井，都打不上来水。而水
肥一体化技术节水节肥的效果非常好，可以节
水40%，节肥30%，还可以节人工，省时间，在
手机上就可以操控。”

此前，把土地流转给杜高古的村民拿到钱
总是心安理得，到了2015年、2016年、2017年，
老百姓拿到钱总要对杜高古表表感激之情，
“没流转给我们的地庄稼都蔫了，干得耷拉着
头，打不着粮食，他们却没耽误拿钱。他们
说：‘高古，太谢谢你了，你是真不容易，我
们知道你不容易了。明年还不知道天干天涝，
你看看你又提前给我们钱了。’我说，合同上
怎么签的咱们就怎么做，我绝对诚信经营。”

自己“打工”的植保无人机

在农业种植技术上，年过花甲的杜高古孜
孜以求。2014年，他带领合作社创新保护性耕
作技术模式，在原有成熟经验基础上，积极实
施高产创建水浇地实施保护性耕作平播试验。
通过为免耕播种机加装起隆装置，在播种工程
中加带实现二次镇压作业，有效解决了因镇压
不实露种等问题。2015年，试验田通过青岛农
业大学专家实打验收小麦亩产755 . 48公斤，玉米
亩产1062 . 5公斤，取得了高产丰收。

作为种粮大户，每当进入病虫害高发期，
都让杜高古心焦。“地里招了虫子，去地里打
药是最苦的活了。有的人不适应农药的味，背
着药桶一边浇一边往身上滴着水，有时候身上
的皮都被腐蚀了。自己不打药，那就得雇其他
的妇女去打。一个人一天最多施药5亩，咱那么
多地，得找十几个妇女打药。那时候只要说明
天打药，第二天早上就会有好几个妇女请假，
这个钱宁可不挣她们也不想去打药。”

不仅如此，病虫害来势凶猛，单纯靠人工
喷洒农药，很难及时控制大面积灾害。从2012
年杜高古就动了购买植保无人机的念头，2014
年，他经营农资挣了20多万元，去临沂订购了
两台植保无人机。

“种上麦子之后，我就派合作社的两个年
轻人去学习，一个月之后，临沂的老板把飞机
和人一起给我送回来了。到了地里，他们一人
操作一个，在地里飞，我那个高兴啊。”杜高
古说，植保无人机的操作并不难，下载软件在
电脑上学习，两天就能学会。杜高古带头学习
无人机操控，给许多年轻的社员做起了表率，
“合作社里的农机具没有我不会使的，现代农
业技术等于产量，新农民要先‘种好’自己的
头脑。”在农业新技术上，杜高古总是愿意当
那个“吃螃蟹”的人。

杜高古介绍，植保无人机其实就是大直升
机的缩小版，在田头地埂就能垂直起落。机身
上装有GPS定位系统，能随时调控飞行姿态，
视线所见范围都能控制喷洒效果。植保无人机
有两个蓄电池，充满电后一次可以持续飞行半
小时以上，每次可携带10公斤农药，喷药面积
可以达到50亩以上。“植保无人机喷药的效率
非常高，平均一架无人机一天可以喷洒四五百
亩地，相当于80多个劳动力，既省时又省力。
而且喷洒均匀，扩散效果好，更加环保高效。
现在人工难找，费用也贵，对于大面积喷药来
说，使用植保无人机无疑最省钱。”

看杜高古使用植保无人机喷防效果好，一
些种粮大户也经常来向杜高古租借。于是，杜
高古推出了植保无人机出租业务，每亩作业收

取 2 0元租机服务费。植保无人机自己“打
工”，不仅让杜高古收回了成本，还有了盈
利。他也盘算着再购买几架无人机，成立“飞
防队”，致富的同时，让其他种植大户也享受
到现代科技带来的便捷。

想带大伙蹚出致富路

经过十年的潜心经营，杜高古的青岛高产
农机专业合作社现有社员总数13户，占地面积
3500平方米，拥有大型拖拉机、玉米联合收割
机、小麦联合收割机等大型机械42台，免耕播
种机、深松整地机、灌溉机械等机具70多套，
植保遥控飞机4架，大型深松整地一体机5台，
烘干机6台。流转并建立示范基地528亩，为周
边农民托管土地3000多亩，跨区收获3万余亩。
2015年，合作社被评为山东省示范合作社，并
被农业部列为农机推广总站基层联系点。

“通过深松、播种、施肥、镇压复式作业
以及收获、秸秆还田联合作业等保护性耕作措
施，现在每季可减少翻耕、耙地两个作业程
序，这样每亩地每季可节省翻耕作业费80元，
每亩节省耙地作业费50元。”杜高古说，合作
社还通过降低作业费用的形式，将财政安排的
小麦联合收获秸秆粉碎还田作业补贴资金25元
/亩，返还给所服务的农户，积极带动他们应
用保护性耕作技术。随着连续多年秸秆还田，
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增加、肥力提高，每亩化肥
减少使用量25公斤，节省成本80元。同时，还
节约了农时，为一年两季作物生长争取了更多
时间。以前，村民们想要收割玉米，用最传统
的方式人工作业，把一个个玉米摘下来耗时耗
力，一天一个人只能收半亩地，现在大型机械
早就开进了田间地头，成为了丰收季必不可少
的元素，两台收割机一天可以收割一百亩地。

杜高古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十年前，一亩
地的玉米产量是400公斤，产值800块钱，而现
在一亩地产量增加到900公斤，产值1440元，产
量增加了500公斤，产值增长了1 . 8倍，现在合作
社里的员工一年挣到小十万不成问题。

“党的政策好，我这两年也有笑模样了。
前几年赔钱，这几年收支能够平衡，就因为全
程机械化了。国家对购买农机补贴很高，种地
补贴也很高，从这方面再找补找补，还能坚持
住了。但是我不敢说挣钱，因为真的是不挣
钱。”杜高古说，靠经营农资他的生活可以很
富足，费心费力经营合作社不是以挣钱为目
的，他就是想带着大伙蹚出一条致富路，“地
总得有人种，别人栽樱桃种苹果是挣钱，但都
不种粮食的话怎么办？‘地怎么种？由谁来
种？’这两个问题值得探讨。我年纪大了，过
几年就撂挑子了，但是得后继有人，摸索出一
条路子来让后面的人干。”

“这些年政府给了我很多荣誉。去年市里
要推荐我参选山东省劳动模范，我坚决地说我
不要了，我说：‘我老了，你们得提拔年轻
人，让年轻人使劲干。’后来把这个推荐名额
让了出去。”

不仅让出荣誉，对于有资金扶持的项目杜
高古也概不接受。“我觉得我已经很满足了，
试验田有经费，有些小的课题项目人家科研单
位自己还带着种子，“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把
地面铺好了，科教室、检测室、农业专家工作
站、农机车库、农机维修车棚、粮食储备库都
建得很好，你说我还要这些资金干什么？这些
扶持资金应该给那些更需要的人。”

2008年起，杜高古一家就搬到了城里住上
了洋楼。这些年，他每天都要开车半个小时从
城里回合作社，早上8点半准时上班。杜高古
说，他现在更多的是坐镇指挥。除此之外，他
还要配合科研项目拍照传图，给来地里上实践
课的学生讲机械，给来参观学习的种粮大户传
授经验，仅去年秋天就接待1000多人次。

对于土地，杜高古有着深厚的感情，“让
我干什么都行，就是别不让我种地。今年我还
想加大经营规模，扩大土地流转。只要身体
好，我不能退休。”

杜高古认为，“现代农业技术等于产量，新农民要先‘种好’自己的头脑。” 植保无人机喷药的效率非常高，一架

无人机一天可以喷洒四五百亩地，相当于80多个劳动力，省时省力。现在玉米亩产量增加到900公斤，产值1440元，产量增

加了500公斤，产值增长了1 . 8倍……

杜高古：“驾”无人机种地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隋丽君

摄影/陈巨慧
杜高古向记者讲解农药喷洒车的使用方法。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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