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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年如一日， 他深入北京
田间地头进行农业技术推广， 足
迹遍布北京郊区各个乡镇， 把科
技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实现
了北京甘薯品种的更新换代， 为
乡村振兴、 农民增收和甘薯产业
发展贡献力量 。 他就是被评为
“北京市农村工作 ( 2017-2021
年) 先进个人” 的北京农学院植
物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赵波。

推广新品种 甘薯亩产
量提高到3000千克以上

十几年前， 赵波做过一个种
植户行为分析的调查研究， 发现
70%以上的农民最希望得到新品
种的支持， 其次是机械化种植技
术的扶持。 想农民所想， 急农民
所急 ， 赵波从那时开始立下志
向， 多年如一日地致力于推广新
品种、 简化栽培技术工作， 千方
百计推动农民增收。 “农民最需
要什么， 我们就从哪里入手帮助
他们。” 他说。

2016年以来， 赵波在北京郊
区甘薯生产田中设置了新品种试
验示范田， 引进了烟薯25、 普薯
32等甘薯新品种， 把实验室搬到
田间地头， 加快新品种推广应用
速度。

经过当地生产评价和市场反
馈， 密云区高岭镇石匣甘薯种植
合作社确定普薯32为主栽品种，
带动密云全区的甘薯品种更新。
房山区甘薯新品种亩产量达到
3000千克以上， 形成以新品种为
主、 老品种为特色的甘薯品种搭
配模式。 在平谷区夏各庄镇， 新
品种的引用使甘薯亩产量由700
千克提高到3000千克以上， 每亩
平均产值达到9000元。

“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一
定要体现在农民鼓起来的 ‘钱袋
子’上。 ”赵波说，“只有这样，农民
的生产积极性才会更高， 我们才
能达到科技兴农的目标。 ”

经过2016至2020年前后共5
年的努力， 北京地区第五代甘薯
新品种由点到面、由村到镇、由区
内到市里全面更新， 应用面积从
2016年的不足5%发展到2020年的
95%以上， 实现了甘薯新品种在
北京地区的更新换代 ， 产量从
1500千克/亩增加到3000千克/亩
以上。

“甘薯新品种符合市场对鲜
食品种口味和外观品质的要求，
销售价格增加了， 甘薯种植户的
经济收益显著提高。” 赵波对这
一结果倍感欣慰。

推广种植技术 甘薯亩
产效益提高20%以上

甘薯新品种的推广和更新换
代， 要和种植技术的推广紧密结
合才能效率更高。 “当前农村的
青壮年劳动力较少， 村中多为妇
女和老人， 这就需要提高机械化
来解放劳动力。” 为此， 赵波探
索了甘薯密植浅平栽技术， 利用
调整种植疏密程度来控制甘薯形

状， 并将薯苗浅平栽入土中来增
加结薯点从而提高产量。

但是新技术的推广是一个缓
慢的过程。 最开始他到农村讲课
培训， 年龄大的种植户并不认可
这种技术， 往往是专家前脚讲完
课刚走， 他们后脚还按照自己的
方式种植甘薯。

时间一长， 赵波意识到， 种
植技术的推广不能只通过讲课，
还需要通过试验示范 、 现场参
观、 现场指导等手段， 才能够更
直观、 更有说服力， 农户看明白
了才能够更好地掌握。 于是， 他
干脆直接下田示范种植新技术，
等到秋天甘薯成熟了， 再带领大
家看看成效。 种植户们发现用他
教授的种植方法真的可以结出更
多果实， 于是渐渐转变观念， 开
始接受新技术了。

为了提高甘薯的商品率和亩
产效益，每年一到甘薯栽插季节，
赵波就深入田间地头， 向农民讲
解示范推广甘薯密植浅平栽技
术。经过多年的努力，北京甘薯生
产田的栽植密度由10年前的3000

株/亩提高到现在的4000株/亩以
上， 密植浅平栽技术的应用率由
30%提高到现在的80%。 密植浅平
栽技术使残次薯块比例明显减
少， 甘薯的商品率从70%提高到
85%，亩产效益提高20%以上。

除了推广甘薯种植技术以
外， 赵波还致力于推广先进的冷
床育苗技术， 提高北京甘薯的育
苗水平。 经过近几年的努力， 北
京地区成功推广了新型甘薯冷床
育苗技术， 通过设施选择、 苗床
建造、 种薯码放、 覆土厚度、 温
度控制、 病害防治等方面改进，
使得薯苗百株重量从250克提高
到500克以上， 秧苗质量显著提
高， 能耗和污染明显降低。

与农民为友 每年100多
天 “泡” 在一线

自从参与北京地区甘薯技术
推广工作以来， 赵波的足迹遍布
北京郊区各个乡镇。 近10年来，
他累计下乡1500余天， 开展甘薯
生产技术培训79次 ， 培训农民

2800人次， 调查甘薯生产单位24
个， 走访农户230余次； 累计帮
助生产单位和个人建设甘薯示范
田27000亩， 指导建设冷床甘薯
育苗床4.5万平方米 ， 指导建设
甘薯贮藏库3座， 推广新品种11
个， 推广栽培新技术3项。

赵波的农业实践与科学研究
相辅相成， 多年以来共主持和参
加食用豆类遗传育种科研课题12
项， 荣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奖1项；
主持甘薯品种筛选和推广科研课
题1项。 主讲《农事学》《农业推广
学》《作物栽培学》等课程，荣获北
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1项。

让赵波坚持深入 “三农” 一
线进行技术推广的， 除了他对这
项事业的热爱， 还有农民对新技
术的渴盼和对他的高度认可， 他
们从心底里认可他、 尊敬他。

有一次， 赵波在密云一个农
村合作社开展培训。 讲着讲着，
他发现自己每说一句话， 旁边的
村民就比划一下， 一节课下来估
计手都比划酸了。 下课后， 好奇
的他打听后才知道， 那人是在用
手 语 翻 译 给 听 障 同 伴 “听 ” 。
“村支书告诉我， 这位听障村民
学会了这项技术， 一天能挣八十
块钱， 自己的生活就有着落了。”
听到这里， 他的眼眶一下子就湿
润了， 成就感油然而生， 内心感
到分外的满足。

现在， 赵波每个月都会去农
民的田里走一走、看一看，了解村
民目前的种植情况及需求。 通过
推广新品种和新技术， 他帮助到
很多无能力、 无条件外出就业的
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创收。 让他感
到骄傲的是，每次来到村里，村民
们都会跟他聊聊种植的情况，有
时还会拉拉家常， 甚至热情地邀
请他到家里吃饭。 他知道村民们
已经不把他当成城里来的大专
家，更像是对待身边的朋友，这让
他觉得非常自豪 ，也让他更加坚
定了服务“三农”的决心。

□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张丽萍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愿做地铁电梯靠得住的“柱石”
北京地铁机电分公司第六项目部综合维修五部主任徐铁柱：

徐铁柱是北京地铁机电分公
司第六项目部综合维修五部主
任。 作为北京地铁电梯专业的技
术骨干， 他参与指挥北京地铁八
通线首台液压垂直电梯大修工
程， 并组织编写了 《液压梯大修
工艺流程》， 为液压梯大修工程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作为讲师
为电梯操作取证人员进行培训，
经他培训的职工考核通过率达到
100%。 2022年， 徐铁柱被公司党
委授予 “北京地铁大工匠 ” 称
号。

干一行、 爱一行、 精一行。
电梯属于国家特种设备， 徐铁柱
有着二十余年的电梯维修实战经
验， 他凭着高超的职业技能， 多
次解决了技术难题， 备受身边职
工的称赞。

北京地铁八通线液压电梯由
于部分部件老化， 导致在大修过
程中会出现很多突发故障。 徐铁

柱在准备更换轿顶导靴时， 发现
液压电梯可以正常开梯运行， 却
不能转换为检修运行， 就意味大
修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下去。 他拿
过电路图纸进行分析， 在电梯机

房一蹲就是半天， 然后顺着检修
信号线进行查找。 从控制柜到井
道， 从井道到轿顶， 最终发现图
纸的接线与实际不符， 故障原因
是轿顶检修信号接线端子线虚接

造成的。 找到了故障点后， 成功
处理了这次故障。

2010年， 北京地铁机电分公
司第一次对液压梯进行全面大
修， 徐铁柱迎来了一次大考验：
作为项目的技术负责人， 他要对
大修项目进行详细部署。 液压梯
是他相识多年的 “老朋友 ”， 虽
然深谙工作流程， 但徐铁柱依然
谨慎对待。 他翻阅了大量电梯工
程文件、 核对电气原理图、 校验
电气线路接点， 将八通线需要大
修的液压电梯运行情况进行整体
检查和评估， 根据具体的安全规
程说明、 大型设备更换装配、 电
气线路检查、 保护装置实验， 编
撰总结出一套适合北京地铁工作
环境和人员结构的大修项目流
程， 制定出大修需要更换的部件
清单。 在整理资料检查液压回路
时， 他研究出更换液压油管的安
全操作方法， 从而大大节约了维

修时间， 节省了后续维修成本。
独木不成林， 一人不成众。

徐铁柱利用机电分公司宋家庄实
训基地， 为电梯专业职工进行培
训。 自2010年起， 他先后为电梯
订单班学生、 绍兴地铁学员进行
电梯原理、 维保相关内容及电梯
的日常管理培训， 累计为百余名
电梯转岗人员进行电梯操作证取
证培训， 取证通过率100%。

多年来， 徐铁柱带领职工先
后参与了北京地铁八通线电梯大
修项目、 13号线电梯大修项目、
房山线新线直扶梯安装和后续大
修项目、 9号线和房山线北延直
扶梯调试验收项目。 在这些项目
当中， 只要遇到电梯故障， 徐铁
柱总是身先士卒冲在一线。 遇到
技术难题 ， 他解决起来手到擒
来。 “我愿意做北京地铁电梯那
颗牢固 、 扎实 、 靠得住的 ‘柱
石’。”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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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农学院植物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赵波

扎根“三农”一线推广新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