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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今年3月以来，为帮助种植大户解决春耕生产中的技术问题，张文松以老科技工作者的
责任心和使命感，投入到春耕备耕的技术辅导中去。他在网上及时为种植大户答疑解惑，
同时深入田间进行技术指导，确保水稻安全生产。

近日，在衢州市龙游县横山镇天池
村莲子种植基地里，张文松手捧莲子，
笑脸盈盈。提起莲子和水稻，张文松滔
滔不绝，道出这 40年来奋战在农业生产
第一线的经历。

自 1981 年从浙江省金华农校毕业
后，张文松就一直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
作，组织本县水稻种子引进，大力推广
栽培技术，他一辈子都在和“农”打交
道。2020年 6月退休后，担任龙游县老
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副会长的张文松
依然忙于各地的农业技术培训工作，尽
心竭力服务“三农”。有人形容他的一
生，如颗粒饱满的稻穗，充实而丰盈。

为稻农量身打造种粮模式

秉持科学态度积极钻研，坚定求实
精神深入探索，参加工作以来，张文松
为龙游种子事业发展及农业的技术推
广持续发力。

1990年，时任龙游县种子公司经理
的张文松，积极组织杂交水稻制种。深
入生产环节第一线，推进落实关键技术
措施，用心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张文松一下在田地里扎了根。

增产增效初见成果，张文松又马不
停蹄进行新品种水稻的引进试种。张
文松说，在试种新品种的几个月里，他
没睡过安稳觉，为解决自然灾害和病虫
害的轮番侵袭，他常常在种植基地一待
就是一天。好在试种成功，他先后引进
大麦农大 3 号、油菜浙双 72、早稻金早
47，杂交水稻汕优 10号、协优 46等优良
品种。

1998年，时任龙游县农技推广中心
主任的张文松成为农业科技服务团的
一员，为龙游县 200 多家水稻种植大户
提供指导服务。傅献军是张文松结对
帮扶的对象之一，他虽为种粮大户，但
当时由于技术落后、劳力缺乏，导致粮
食产量不尽如人意。张文松说，要真正
把高产技术交到农民手中，发挥增收作
用，就必须逐项技术推广到位，一个个
攻克难点。

头两年，一到育秧、插秧期，张文松
就到田里亲手示范，做秧田、铺塑盘、抛
栽，傅献军跟在身边认真学习，水稻栽
培技术有了很大提升。在长期帮扶中，
张文松培育出“傅献军种粮模式”，使其
承包面积由 100 余亩增至 600 余亩，粮
仓越来越满，钱袋子也越来越鼓。这一
模式极大地提高粮食规模生产和劳动
生产率，成为浙江省十大种植模式之

一，在全省得到推广。
在推广农业新技术这条路上，张文

松从未停止脚步。他开展层层培训，建
立高产示范园区，着力促进轻型栽培技
术的推广。

让志棠白莲结出“共富果”

走进横山镇天池村，这里青山叠
翠，空气清新，是名副其实的世外桃
源。眼下，天池村近 400 亩荷塘中，白
莲、红莲迎着烈日,开得正好，是天池村
里的独特风景。

天池村栽莲历史已有 800 多年，素
有“十里荷飘香，富硒养生地”之美誉。
张文松意识到志棠白莲是龙游发展效
益农业的突破口之一，转而将全部精力
投入到莲子种植的技术研究上。可参
照资料缺乏，张文松便投入实践，探索
可行的技术方案。新的技术得到应证，
基地里种出接天莲叶，志棠白莲结实
率、百粒重、品质、效益都得到提高，年
增效益达 600 万元以上，实实在在富了
一方农民。

在田间荷塘待了多年，张文松积累
许多一手经验，他将这些心血投入到课
题研究之中。2002 年，他编制出《龙游
县绿色生态农业示范县建设规划》《龙
游县特色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
明确龙游县优势农产品的区域分布、农
业产业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关系，为农业
科学发展提供依据。4 年后，他又带头
起草和制定《无公害志棠白莲》省级地
方标准，并在浙江、上海、江苏三省发布
施行。

为充分利用龙游独特的富硒土壤
资源，将资源优势上升为经济优势，张
文松又积极投身于富硒农产品开发，在
2008 年编制发布《天然富硒志棠白莲》

《天然富硒稻米》两个市级地方标准，同
时带头实施，最终确保富硒农产品的开
发成功，为莲子产业蓬勃发展注入新的
生命力。

荷叶田田，财富无限。如今，龙游
全县种植莲子近 12000 亩，除了传统莲
子产业外，当地农民还开发农家乐、酿
制莲子酒等，做深莲子发展新文章，成
为乡村振兴中一道特色美景。

退而不休服务忙

打开张文松的朋友圈，能看到各地
的不同风景。在庙下乡浙源里村开展
农技培训，到湖州参加农业精英大会，
前往杭州建德市讲富硒白莲高产高效
课……一张张图片，串联起他退休以来
的奔忙轨迹。

“‘建选 35’花型大、花态美、观赏
价值高、籽粒大，可以带来创收。”近
日，在建德市里叶村、上向徐村，张文
松围绕农业种植、农产品销售，结合

“富硒莲子”特色产业经营，为现场农
户进行培训指导。前年退休后，张文
松并未停下助农的脚步，依然不遗余
力指导各方农户的生产种植。

今年 3 月以来，为帮助种植大户解
决春耕生产中的技术问题，张文松以老
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投入到
春耕备耕的技术辅导中去。他在网上
及时为种植大户答疑解惑，同时深入田
间进行技术指导，确保水稻安全生产。

“我生在农村，一辈子为农民服务，
我深深地知道土地是我们这个人口大
国的命根子。虽然退休，但我不会停止
脚步，大家有问题，打一个电话我就
到。”采访的最后，张文松坚定地说。

据《浙江老年报》

老科技工作者张文松：
为了好“丰”景 躬耕田野四十载

张文松在横山镇莲花基地。 张文松（左）和同事一起在稻田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