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大兴区林校北路南侧的一座建筑物的外墙上， 挂着两块并不起眼的牌子， 这就
是大兴区蔬菜技术推广站办公地点。 蔬菜技术推广站业务室共有7名成员， 平均年龄
33岁， 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新技术新品种的示范应用、 推广高产综合配套技术、 开展
技术培训……

□本报记者 金海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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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菜农种植问题开展
技术推广

作为北京市蔬菜生产重点区
县， 大兴区蔬菜种植面积始终居
于全市前列， 承担着提高全市蔬
菜生产水平和蔬菜均衡供应能力
的重要任务。 随着设施蔬菜生产
条件的进步， 生产中遇到的问题
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这也为大兴
区蔬菜技术推广站创新工作室的
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据创新工作室领军人齐艳花
介绍， 大兴菜农缺乏针对不同蔬
菜种类、 不同设施茬口的高产高
效综合配套技术， 从而造成菜农
在不同茬口生产中出现品种选择
针对性不强、 水肥管理与作物需
求及茬口气候特点针对性不强等
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 创新工作室
通过开展蔬菜新品种、 新技术示
范试验， 蔬菜茬口安排、 病虫害
防治等专题培训， 定期组织现场
观摩 ， 开展多项科技项目等工
作， 大大提升了大兴区蔬菜产业
的生产水平。

“在蔬菜推广过程中， 我们
转变传统的生产模式， 通过政策
引导， 使蔬菜生产从一家一户的
个体向合作社、 家庭农场、 园区
等规模化生产方向发展， 同时大
力发展立体栽培、 无土栽培， 以
提高劳动产出率、 资源利用率。”
齐艳花说。

每 年 累 计 培 训 农 民
20000余人次

一年365天， 平均有200天以
上， 蔬菜技术推广站创新工作室
的工作人员们都是在农民的菜地
里度过的。 他们通过田间培训指
导、 展板展示、 现场咨询、 发放
宣传资料等形式， 和农民进行面
对面的技术交流， 让农民更直观
地学习蔬菜技术。

作为蔬菜站的领军人， 齐艳
花身上的担子更重。 她的手机一
天24小时开着， 随时准备解答农
民的疑问。 一天， 齐艳花接到一
个农民的电话 ， 电话里焦急地
说， 按照她所著的书里面讲的进
行番茄嫁接， 但一接上秧苗就倒
了， 只好咨询齐艳花。 第二天，
齐艳花便到农民菜地里查看， 原
来是因为番茄苗的叶子多， 导致
头重脚轻， 秧苗立不稳， 只要掐
掉几片小苗的叶子就可以了。 最
后， 这家农民种植的番茄成活率
达到90%以上。

“当我们去田间指导时， 很

多农民都在后面跟着， 听我们讲
解需要注意的事项。 我们指导完
一家， 大家马上挤过来和我们说
再去看看他家的蔬菜， 有没有什
么 问 题 。 ” 齐 艳 花 笑 了 笑 说 ，
“当时就有一种要把全村农民的
地都转完的想法。 只要农民有问
题， 我们就不能离开。” 辛苦的
付出换来回报。 当农民赚钱了或
者一项新技术应用成功了， 他们
总会打电话给齐艳花， 这让她的
心里倍感安慰。

每年， 蔬菜技术推广站创新
工作室会按照农时定期进行田间
指导， 并根据农民需求举办蔬菜
栽培、 病虫害防治、 节水等专题
培训。 平均每年举办市区观摩会
10余次， 开办室内培训班130余
次， 电话咨询指导4000余人次，
全年累计培训农民达20000人次
以上。

首创百村百名蔬菜农民
技术员培训体系

为进一步提升大兴区蔬菜种
植技术水平， 蔬菜技术推广站创
新工作室培养了一批农民技术
员。 “我们在郊区首创了百村百
名蔬菜农民技术员培训体系， 累
计培养了158名蔬菜农民技术员，
实现了农民培训工作的制度化和
常态化。” 齐艳花说， 蔬菜技术
推广站创新工作室还在全市率先
提出社区蔬菜技术服务的理念，
重点针对社区居民家庭复杂环境
下的蔬菜栽培技术服务， 推广普
及蔬菜文化知识， 培养一批蔬菜
社区技术员。

在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民问题
的同时， 创新工作室还着力于新
品种 、 新技术的引进与推广 。
“我们与一些科研院所合作， 从
他们那里引进新品种， 经过推广
站试验种植之后 ， 再向农民推
广。” 齐艳花说， “在选择品种
时， 一定要注意它的抗病性和商
品性 ， 这样才有利于种植与推
广。”

每年， 创新工作室引进的蔬
菜新品种达30多个， 应用面积2
万亩以上。 此外， 工作人员每年
还筛选出适宜大兴区春大棚、 秋
大棚及日光温室等不同茬口栽培
的20余个适宜品种； 引进推广果
类蔬菜熊蜂授粉、 春大棚提早栽
培多层覆盖等蔬菜生产新技术10
余项， 累计推广3万亩以上。

此外， 蔬菜技术推广站还创
新集成了 “大棚秋冬茬菠菜-春
大棚番茄-秋大棚番茄” 高效种
植等6套模式， 集成 “越冬温室
黄瓜-番茄高产高效” 等10项技

术， 实现大棚黄瓜亩产1.86万公
斤， 刷新全市单产记录， 实现温
室周年生产番茄亩产2.6万公斤，
创全国记录。

选聘10名农民辅导员
推广种植技术

采访过程中， 齐艳花递给记
者一本书， 是她所著的 《设施蔬
菜高产状元种植技术集锦》。 里
面收录了大兴区设施蔬菜种植农
户中高产状元们所创造的十项高
产业绩， 先进的种植技术及管理
经验。 这里面的很多高产状元已
经成为蔬菜技术推广站的农民辅
导员。

为了普 及 农 户 种 植 经 验 ，
2014年开始， 蔬菜技术推广站创
新工作室在聘用蔬菜技术员的基
础上 ， 开始选聘10名农民辅导
员， 与蔬菜站工作人员一起， 共
同对农民进行田间培训。 “选聘
的这些辅导员都有很好的种菜经
验， 加上我们每年会邀请北京市
知名专家对人员进行培训， 能够
很好地发挥技术推广作用。” 齐
艳花说。

此外， 蔬菜技术推广站还把
工作人员的素质培养作为一项重
点工作， 提倡大家利用业余时间
参加学历教育， 鼓励业务人员进
行业务技能提升。 每年开展在职
人员继续教育活动8次以上， 提
高业务水平。 目前蔬菜站有3名
技术人员获得农业推广硕士学士
学位， 3名技术人员在读农业推
广硕士。

———大兴区蔬菜技术推广站创新工作室工作纪实
把新品种新技术送到家

齐艳花 （左一） 进行田间指导

齐艳花为社区居民授课

齐艳花 （左一） 查看蔬菜生长情况

工作人员指导农户使用熊蜂授粉

与菜农面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