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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记中铁十六局轨道公司西南分公司测量团队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曾丽珍

工地上的“摇滚音乐组合”

———记全国劳模、北京市土肥工作站站长赵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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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土壤和都市农业的大专家
□本报记者 胡志强 文/摄

大多数人不知道， 北京区域
农副产品供应是 “危机管理” 模
式， 即当发生重大社会危机的时
候， 北京市要保证自己有7天自
产食品保障能力……而赵永志就
是北京农副产品供应危机管理模
式背后的关键人物之一。 他是北
京市土肥工作站站长， 研究员，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2015
年获评全国劳动模范。

“北京现在有150万名大田耕
作的京籍农民， 耕种150万亩北
京的耕地， 我想的最多的是怎样
让北京农民生产更多健康食品、
多挣钱富裕起来。” 赵永志说。

大专家有小心思

赵永志的名片背后注明了他
的主要社会兼职： 北京 “12316”
农业服务热线首席专家、 农业部
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专家指导组
成员、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农学
院特聘校外研究生导师等六项兼
职工作。

大专家， 小心思， 是北京农
民对赵永志这个全国劳模的真实
评价。 为农民送去科技知识和土
肥成果， 是大专家。 一个收获季
就能让当地农民脱贫致富， 是他
的小心思。

原来， 延庆区四海镇和珍珠
泉乡的榛子种植业发展差强人
意。 在得知后， 赵永志进行了缜
密的调研， 随后带领土肥站的同
事们， 开始专业研究1120亩榛子
长势缓慢、 结果率不高的问题。
赵永志的工作重点从宏观规划、
管理模式 、 技术服务 、 资源统
筹、 社会宣传、 市场营销等方面
提出发展建议， 并从土肥专业技
术角度全面分析特色种植产业发

展中存在的问题， 为农民讲解土
壤改良、 水肥科学管理等技术措
施的重要性， 并研究提出了有针
对性的帮扶计划， 工作细致到了
一棵榛树怎样培育、 一斤榛子如
何销售等。

今年6月6日， “科技助力精
准帮扶” 大榛子产业发展现场会
在延庆区珍珠泉乡八亩地村召
开， 赵永志为农户带来了50吨榛
子专用肥和1000吨有机肥， 加上
土肥系列科技书籍等物资支持。
几个月后， 这里的千亩榛子园将
建设成高标准、 高要求、 高水平
的土肥技术综合展示基地。 这个
基地今年的榛子收获已结束， 亩
产达200公斤， 远远超出生产预
期， 亩效益达12000元 ， 榛农们
乐了。 除此之外， 他还为村里组
织了两期板栗施肥、 剪枝、 病虫
害防治等技术培训， 配送了20吨
板栗专用肥之后， 今年的板栗也
增产达20%。

常念“耕地危机”经

赵永志是工作上的实干家 ，
也是技术上的行家， 他在北京农
业科技发展方面坚持的原则是
“点穴治病”， 是因为赵永志心里
深藏着一本 “耕地危机” 的账。
他说， “耕地危机” 这本经我必
须念下去！

北京农业早已脱离了原本的
温饱定位变成了 “观光农业 ”，
150万亩耕地， 150万人耕种， 根
本不足以养活北京人， 其背后还
有一个危机———北京农民再也不
能靠简单地种地养活自己。

北京土肥工作站一直在实施
的 “11、 22、 33、 66” 工程， 就
是为解决这个关系到北京地区百
姓的大问题。 “11”， 指推动耕
地质量管理立法和肥料安全与管
理立法。 “22”， 即加强耕地质
量建设与管理， 加强肥料质量管

理； 做好信息化规划与建设， 做
好生态规划与建设。 “33”， 第
一个 “3” 指落实好三大工程 ，
即面源污染治理工程、 现代农业
基础建设及综合开发工程、 测土
配方施肥工程； 第二个 “3” 指
完成三项重点建设， 即蔬菜标准
园建设、 粮食高产创建、 特色农
产品生态园建设。 “66”， 第一
个 “6” 指不断完善六个体系 ，
即耕地质量监测体系、 土壤肥料
检测体系、 肥料质量追溯体系、
土肥信息化体系、 土肥技术示范
推广体系、科普与宣传培训体系；
第二个“6”指大力推广六项关键
技术， 即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土
肥关键技术、 低碳循环农业土肥
关键技术、 休闲观光农业土肥关
键技术、 城市家庭阳台农业种植
技术、水肥一体化精准调控技术、
智慧土肥精准管理技术。

而 “11、 22、 33、 66” 工程
的核心人物就是赵永志， “因为
我是干这个的， 因为绝大多数老
百姓不懂得土地安全！” 作为农
业科学工作者， 赵永志告诫别人
化肥没有错， 而是使用化肥的方
法有问题。 他告诉大家， 为土地
施肥就像人的饮食， 过素、 过荤
都不行， 土壤的生态系统出现严
重问题， 主要是化肥的过量使用
造成的。 他要帮助包括北京人在
内的国人尽快认识到中国土地存
在的巨大危机， 然后以科学工作
者的实际工作， 尽可能快地从大
系统的角度解决问题。

赵永志毫不回避我国土地出
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 “人”。 他
说， 我们的土地太累， 但这些问
题很多普通公众和干部都不懂，
组成的社会合力就是对土地问题
的社会重视度严重不足， 直接构

成了国家 “粮食安全” 方面的最
大隐患。

讲究度和德不挣脏钱

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 ，
赵永志的社会良知无处不在。 他
分析 “有限的现代化” 这个观点
时说： “这说的是科学的 ‘度’
和 ‘德’， ‘过度’ 之后， 会让
我们挣很多钱， 导致食品安全危
机。” 他说， 作为专事土地科学
研究与利用的机构， 他们的工作
就是要在人类发展最基本的土地
安全方面， 保证经济社会的健康
发展。

在游学过很多发达国家后 ，
赵永志的体会是国家不要盲目地
追求GDP， 而是要追求人民的幸
福指数。 近日他又受邀到加拿大
访 问 ， 如 何 健 康 地 发 展 一 国
的 农 业经济 ， 仍然是他关注的
核心问题。 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位
于罗马的总部， 他演讲的主题就
是土壤和都市农业， 演讲背后的
学术支撑， 就是他带领下的北京
土肥工作站做的一系列农业工
程， 其中获得国家、 部市级科技
成果奖的51项， 大多已经被国内
兄弟省市区拿过来参照使用。 这
些工程最直接的效果或者说目的
之一， 就是洁净人民群众的菜篮
子。 赵永志很肯定地说， 在他们
指 导 下 的 北 京 本 地 农 产 品 是
安全的。

“爱土就是爱人！” 高中毕业
之前一直在家务农的赵永志， 农
活儿大多都会， 当年报考北京农
大也多因他对土地的热爱， 工作
后也没把自己和农民分开过。 热
爱土地并把这种爱无缝衔接到对
人的爱， 是赵永志的一种本能。

“工程施工，测量先行。 虽然
我们平均年龄只有26岁， 但测量
团队就像工地上的摇滚音乐组
合！ ”在中铁十六局轨道公司西南
分公司，就有这样的一支“乐队”。

扮演主音吉他兼主唱的孙国
栋，作为测量队的“大哥大”，主要
负责统筹安排测量工作， 检查复
核图纸数据以及与上下级的沟通
交流。 他的认真与负责给团队鼓
舞士气，让测量队自信满满。

去工地测量放样时， 孙国栋
都特别嘱咐大家： “输入放样数
据， 要准确无误， 现在我读一遍
你跟着读， 保证数据无误， 要不
咱们就白忙活了。” 尽管如此嘱
咐， 还是会出错。 有一次， 与一
个新手一起放样， 结果放样出来
的数据与施工点实际位置不符，
孙国栋用钢卷尺量了一下， 结果
差了１米多。 孙国栋询问： “数
据输入有问题吗 ？” “检查了 ，
没问题啊！” 新手满不在乎地回
答。 孙国栋只好徒步数百米走到
仪器那里， 通过仔细检查， 他发
现数据1.25被输为2.15， 从而导
致放样点位1米多的偏差。

说华宏是鼓手， 那是因为他

在测量团队遇到困难时， 可能以
他的 “高音” 让这个团队不是低
迷， 反而 “激情昂扬”。

刚上场时， 资料员因为对资
料编制的要求不熟悉， 不是时间
弄错， 就是表述不准确， 使得一
份资料让总包签了好几次， 最后
把人家都惹火了， 不愿再签。 这
时 ， 华宏站出来 ： “我去试试
吧 。” 资料员跟着他一起过去 。
华宏见到资料主管二话不说， 承

认了屡次失误是他们的不对， 也
让主管者们谅解新手刚任职难免
有不到位的地方， 并让他们相信
今后定会严把关， 减少甚至避免
不必要的错误。 “当时见华宏帮
自己承认错误， 我脸都红了， 心
里暗下决心以后要严把自己的
关。” 资料员感激着说。 从那以
后， 测量的资料屡获领导的各种
表扬， 让测量团队信心大增。

平时沉默少言、任劳任怨，被

测量班称为“测量跑杆”的何瑞旭
是大家眼中的 “贝斯手”。 “何瑞
旭 ， 做好点了用尺子拉一下距
离。 ”对讲机里传来华宏的声音，
每次放完点都要再三叮咛用尺子
复核一下尺寸。他话音还未落，何
瑞旭就掏出卷尺复核尺寸， 这是
习惯动作，“双保险”的工作模式，
避免不必要的错误。

有着 “键盘手” 之称的庞海
超编制了一套处理测量数据的程
序， 每次测量完回到项目， 直接
把数据从仪器导出， 就可以直接
生成工作所用的数据 ， 还能出
CAD图， 可谓又快又好又准确。
“我们这群测量人中， 电脑最精
通的当属海超。 他空间思维好，
经常玩弄测量行业的各种软件，
从数据处理到CAD成图， 从施工
数据计算到三维建模， 他的那一
套， 方便大家接受和记住施工尺
寸和数据， 做到 ‘心有成图’。”
孙国栋竖起大拇指。

说起键盘手， 庞海超还是操
作仪器的能手。 上次， 有台新进
的徕卡仪器， 主要用于实现导线
测量自动化， 能减免人工看仪器
的繁琐步骤。 庞海超就在仪器的

按键上琢磨起来， 最终学会了多
测回测角、 变点放样为线放样等
方法。

王小兰成为测量监测资料员
近300天了。 在这些日子里 ， 她
经历了从学生到工作、 从迷茫到
坚定、 从无数次想要放弃到鼓起
勇气重新出发的历程。 每当王小
兰想退缩时， 身边的领导、 同事
就鼓励她， 给她生活上的关怀，
尽而让她掐灭打退堂鼓的想法、
坚定继续测量工作的信念。 平时
一有时间， 王小兰就向领导、 同
事请教如何看懂施工图纸， 自己
多读专业书籍 、 熟悉专业术语
等。 尽管有时候一份资料要修改
好几次， 但王小兰丝毫不懈怠，
一心奔着工作上的 “好 ” 字 。
“在我眼里， 节奏吉他就是跟着
主音吉他， 不偏离主旋律， 弹好
属于自己的 ‘和弦’， 助力唱好
测量团队 ‘合声’。” 王小兰说，
“以前大家帮我不少， 现在我与
测量班融为一体了， 测量班在哪
里， 我就往哪走。”

“有了节奏吉他王小兰 ， 和
弦与合声的交汇， 测量团体更默
契了。” 孙国栋说。

赵永志 （中） 正在为农民讲解无土栽培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