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春奋进正当时 花香果盛盼丰年

硕士农场主年夜话“粮策”
　　□ 本 报 记 者 贺莹莹
    本报通讯员 辛 凯

　　“出锅喽！”除夕夜，在硕士农场
主何石宝的新家，热腾腾的馒头端上了
年夜饭桌，“自己种的黑小麦面粉，好
吃着呢！”
　　今年是何石宝与妻子许幸在德州市
平原县新家度过的第一个春节，1990年
出生的何石宝是湖南人，2017年硕士毕
业，2018年他应聘来到位于平原县的山
东土地鲁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扎根田
野，成为一名农场主。他的妻子许幸在
研究生毕业后也选择扎根这片土地，夫
妻共同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正吃着年夜饭，何石宝接到了拜年
电话。“师父，过年好！”电话那头是
何石宝的徒弟陈慧芳，硕士毕业后她来

到了平原鲁望农场，承包了500亩农
田，如今已经独当一面，去年麦季与玉
米季分别取得了668公斤与749公斤的好
成绩。“前几天我的分红发下来了，有
2 万元，新的一年我想管理更多土
地。”陈慧芳说。
  “第一年这个成绩不错。好好干，
继续努力。”何石宝高兴地说。5年
来，土地鲁望在平原县流转了两万亩土
地，目前近30名硕士、学士组建了“农
业经理人”团队。
　　电话还没说完，又有电话打进来
了，是另一位硕士徒弟张延坤。“师
父，预报说寒潮马上来了，现在分蘖也
少，会不会影响丰产，需要提前采取措
施吗？”拜年之后张延坤问道。“冬长
根、春长身，目前温度小麦安全越冬没
有问题，而且即便部分冻伤，开春后有

效分蘖还会产生3-5个，在10℃以上可
以喷施防冻营养剂来调理，快速进入返
青期。”何石宝耐心地讲解着，“过完
年待田间调查后我们再根据小麦长势分
次肥水管理，保证小麦产量。”
　　谈及这一年来最大的收获，何石宝
颇感欣慰地说：“我们新农人的队伍越
来越壮大了。”他介绍，留住人才做起
来并不容易。家在菏泽的陈慧芳起初来
到农场时，父母也很不理解：即便是学
农的，也犯不着这么远跑去自己种地。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种地还是面朝黄土
的力气活，其实如今是高效智慧农业，
农场主是管理岗，更需要有文化懂技术
的专业人才。25岁的张延坤则表示，在
实践中获取了很多书本上没有教的本
领。去年8月份师父让他结合管理措施
观察玉米的变化，张延坤观察了半个

月，拍摄了几百张照片，弄清了玉米授
粉和病虫害防治关键点。
　　“农学知识从纸上落到地上，需要
因时因地而异。我们不仅要向书本学，
还要向实践学，向群众学。”何石宝
说，“看见他们我就想起自己刚来的时
候。我们要重拾耕读传承，只有这样才
能让知识落地生根，多产粮、产好
粮。”
　　人勤春来早，眼下虽然地里活不
多，但新农人们早早做好了开春后的准
备工作，预防根腐病、茎基腐病等病害
和蚜虫等虫害的药和肥料已经备好，地
里的井年前都已检修好，方便开春及时
浇返青水，“大家都铆足了劲儿，新的
一年希望为‘吨半粮’创建，也为自己
的事业继续奔跑。”何石宝说。

“蔬菜第一县”保供更保质
  □　本 报 记 者 孙亚飞
    本报通讯员 杨 浩

　　1月21日早上6时许，28名工人已经
在莘县大王寨镇鼎农鑫盛蔬菜种植基地
的蔬菜大棚内忙活着采摘、装袋、封箱。

“过年前后，我们差不多都是这个点到基
地摘圣女果和黄瓜。”埋头采摘的基地工
人、大王寨镇西王庄村村民刘文秀说。
　　走出大棚，一辆大卡车停靠在路
旁。7名工人开始从大棚内将装箱的圣
女果和黄瓜往卡车上搬。“这车货有8吨，
是上海客户订购的。”鼎农鑫盛蔬菜种植
基地负责人刘方利告诉记者，当前正是
基地内圣女果和黄瓜的采摘期，每天会
有16吨菜品发往全国各地。
　　莘县作为“中国蔬菜第一县”，始
终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发挥优势
的原则，优化农业产业布局。
　　走进莘县东鲁街道的盆栽蔬菜基
地，一盆盆青翠鲜嫩的盆栽蔬菜整齐排
列，长势喜人。“我们基地的盆栽蔬菜

具备三道物理防虫关，而且我们还保证
在全部封闭状态下使用的是熏雾剂来杀
菌灭虫，蔬菜叶面绝不会有任何药物残
留。节前，我们的盆栽蔬菜就已经十分
抢手，大家现在下单，我们包邮到
家。”大棚内，一名主播正在直播
带货。
  “我们基地有30多种盆栽蔬菜。销
售者购入后，可热炒、可凉拌，绝对保
证健康无公害。”盆栽蔬菜基地负责人
李尤杰说，“我们还打造了新的种植模
式——— 网上农场。消费者通过手机认领
盆栽蔬菜后，就可以通过手机程序了解
所选蔬菜的全部生长过程。待蔬菜成熟
后，我们便会快递到家。”
　　“当前茬口正是莘县蔬菜生产旺
季。全县在田面积17万亩，每天约5000
吨的蔬菜销往全国各地。”莘县农业农
村局多种经营办公室主任苗纪忠介绍，
为保障春节期间的蔬菜供应，莘县组织
100余名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
农技指导工作。

“每个人都做好了随时返岗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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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 报 记 者 李 丽
    本报通讯员 赵长林

　　除夕夜，潍坊市中医院感染性疾病
科主任兼发热门诊主任白玉结束了一天
的工作，回到了家。父母、妻子和一双
儿女已经准备好了年夜饭，连续三年，
每个除夕都在单位值班，为了在市区陪
他，老人已经三年没回老家了。
　　从医院到家的10公里路程，白玉再
熟悉不过，这一晚却感觉比平时走得
长——— 他想起了三年抗疫的点点滴滴，
总是放心不下。
　　吃过晚饭，他赶紧给科室值班的医
生打去电话，又在微信群里给全科医生

护士们发拜年信息。“主任，你就放心
吧，年也拜过了，好好陪老人孩子
吧。”同事的一句话，让白玉感慨
万千。
　　初一早上8点，白玉准时出现在6号
楼，一楼是发热门诊，二楼三楼四楼是
科室的住院病房。“除夕夜里门诊只有
一位患者，住院的也少了，七个人。”
白玉的值班状态是到处跑，先到一楼发
热门诊，然后上楼挨个病床了解病情，
和值班医生商量治疗方案。手机不时响
起来，便要参加会诊。
　　从2022年12月新冠病毒感染高峰开
始，医院各个科室都在接收新冠患者，
内科接收的相对较多，主要是新冠感染

合并其他基础病的患者，如果有患者在
治疗过程中症状没有减轻或者有加重的
迹象，科室医生会赶紧给白玉打电话叫
他过去会诊。“都是现场会诊，我要跑
过去看到患者的情况，再决定治疗方
案。”白玉说。
　　胸部CT是最常规的判断手段，血
常规、C反应蛋白、白介素6都要配合
检查，看炎症发展程度。还需要进行血
气分析，来评估氧合指数。“如果需要
有 创 呼 吸 机 的 话 就 要 立 刻 转 移 到
ICU。”白玉说。
　　春节期间的患者情况已经让白玉颇
感“欣慰”，“现在的患者少多了，最
多的时候发热门诊一天接收了256位患

者。”白玉说，最艰难的时候，医生一
个接一个倒下，上来一批到发热门诊，
感染了就换一批，科室6名医生、17名
护士，发热门诊不够了就到处“借”，
医院从全院协调支援发热门诊。“优先
保障发热门诊值班，最困难的时候我和
另一个医生值班病房，两个人照看20名
住院患者。”白玉说。
　　“我们做好了一切预案，全科室医
生护士，随时准备返岗加班。”白玉
说，他现在最担心的是过了春节，初六
初七是否会有一个就诊小高峰，“没有
最好，有也不怕！”白玉语气坚定
地说。

育苗路上的“忙碌年”

小剪纸做出大文章

　　□　本报记者 唐晓宁 本报通讯员 张莹

　　临近春节，在日照莒国古城“剪纸物语”工作室内，国
家级非遗项目莒县过门笺的第四代传承人于红格外忙碌。不
少客人前来选购剪纸节礼用于春节走亲访友，于红工作室的
产品供不应求，一直在紧张制作当中，仅在春节前就售出200
余套。
　　“我们今年有很多迎合兔年主题的剪纸作品，比如这个
‘遇兔呈祥’（上图），很受欢迎。”该作品从剪纸到染
色，倾注了工作室整个团队的心血，先由于红用厚厚的白宣
纸剪刻出四只兔子形象，再由专业艺术人员进行染色。染色
过程中使用抗氧化性强的染料，能克服纸质作品易发黄褪
色、难保存的问题，颜色的过渡也很讲究。
　　过门笺是莒县剪纸艺术的主要形式之一，状似缩小的门
帘。“我把其中的剪纸元素创新融入摆台等商品中，让这种
非遗艺术飞入寻常百姓家。”于红表示，为了让作品更贴近
生活，纹样设计上要符合现代大众的审美理念；色彩处理上
融合灰色的过渡，以契合现代简约风的家庭装修风格；展现
形式上灵活多变，如将剪纸做成书签、钱包、摆台等。

酒之义变情不变
　　□　本报记者 王臻儒

　　春节一到，酒便成了餐桌上的常客。古人选在新年来临
之际一醉方休，意在通过喝酒祛除邪祟、延年益寿，表达的
是辞旧迎新、祈福。酒文化流传至今，逐渐成了义气、豪情
的代名词，春节期间亲友团聚，酒更是成为寄托情意的重要
载体。
　　如今，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酒文化加入了健康、
理性的元素。不少60后、70后酒友表示，过去的家庭聚会，
动辄就是高度数好酒，三杯不醉，千杯不倒，才算宾主尽
欢；现在一家人聚餐，见面的第一句问候，从“喝红的还是
白的”变成了“喝酒还是喝饮料”，“浅尝辄止”“意思意
思”成了不少人拥护的酒桌新观念。
　　更深层次的变化，源于对传统酒文化的回归。古代喝
酒，以养生保健为主，椒花酒、屠苏酒都是用多种原料自酿
而成。如今，自己动手酿酒、煮酒正成为充满生活意趣的新
活动。夏秋之交泡上青梅酒、桃子酒，春节期间正是开坛畅
饮之时；寒冷的天气里，煮一锅热红酒，团聚时刻分给身旁
的亲人……酒喝得安全、畅快，生活的乐趣与年节热烈的气
氛碰撞，喝酒之人也能感受到浓厚的新年仪式感。

“阳”后胃口差？好好吃饭很重要

　　□ 本报记者 徐晨

　　感染新冠后，部分患者出现食欲减退的表现，看着满桌
佳肴“心有余而力不足”。
　　无论是感染期还是康复期，对新冠病毒感染者来说，正
常吃饭或者努力正常吃好饭永远是第一选择。若食欲差，或
者进食量出现减少，特别是减少超过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
以上，可以在能吃饭的基础之上额外选用肠内营养制剂。一
般前往医院即可获得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或者口服的肠内
营养制剂，可以在营养专家的指导下进行选择和补充。
　　对于原本有糖尿病或者高脂血症、高血压的感染患者，还
要对总营养素和总热量进行调整，确保适合原来的治疗方案。

大棚农忙

春来早
  □记 者 卢 鹏
   通讯员 李宗宪 报道
  1月22日，枣庄市山亭区
城头镇龙潭家庭农场高科技大
棚，工人正在管护番茄苗。
  当日是农历大年初一，我
省各地农业大棚春意盎然，农
民们管护果树、蔬菜，在农忙
中迎来新的一年。

　　□　本 报 记 者　姜 斌
    本报通讯员 王晓燕 王艺霖
          路宗谏

　　近日，记者走进惠民县辛店镇海波
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大棚种植基地，育
苗大户徐海波的甜瓜育苗大棚里一派繁
忙景象，工人们正有序进行幼苗嫁接作
业，用南瓜的根和甜瓜苗的头进行嫁
接，去叶、切口、拼接、夹紧……大棚
育苗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为春季客户订
购育苗做好准备。春节前后是最繁忙的
时段，“忙碌年”已成育苗户徐海波的
专享“福利”。
　　经过近年的发展，海波苗木种植专
业合作社目前已有7个温室大棚，种植面
积15亩，年育苗800万株。14年前，徐海波
和妻子宋广玲回村开启大棚育苗的路子
并创办合作社。现在，合作社已发展成为
集瓜苗研发、育苗、收储、销售为一体的
全链条社会化服务合作社。当下，育苗这
一农时不容错过，徐海波抢抓有利时机，

雇请人力开始一年一度的育苗工作。
　　“我们从一月初开始育苗，大概二
月中旬就能出苗，苗子是宁夏和新疆的
订单，催得紧，得好好准备。”徐海波
一边忙着嫁接一边说，“现在育苗收入
还可以，每年可以收入十几万元，资金
回收也比较顺利。”
　　育苗棚内还有几名工人忙着装营养
土、摆盘，育苗工作也为冬闲在家的村
民们提供了增收的机会。
　　“我们人均一天能接 3000— 4000
株，在家门口就能赚钱，一天挣100 多
元，持续一个多月，也能挣上个三四千
元。”辛店镇村民刘翠玲说。
　　“合作社还将扩大规模，打造一支优
质的甜瓜种植团队，在合作社社员里优
选出具有创新理念的社员，尝试种植新
品种，继续提质增效。”徐海波信心满满。
　　近年来，惠民县鼓励农民群众发展
设施农业，实施精细管理，发展温室蔬
菜，规范生产技术，努力提高蔬菜品质和
产量，进一步丰富了村民的“菜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