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副黝黑的面孔， 常年驻扎在田间地头， 指导农民如何选用、 使用农机。 王尚君是昌
平区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党支部书记、 站长， 他在农机推广工作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几
年。 咨询、 邀请培训……一到农忙时节， 他的手机响个不停。 多年来， 王尚君带领团队推
广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新技术16项、 新产品20项， 注重培养和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
和农事托管模式， 累计年作业量达2100公顷。 2023年， 王尚君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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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业机械化提升农民耕种“幸福指数”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文/摄

———记2023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昌平区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党支部书记、站长王尚君

LED草莓补光灯“点亮”
农业人生

2009年 ， 王尚君从部队转
业， 进入昌平区农业服务中心工
作。 最初， 他因为进入这个单位
有些失落。 “因为我是农村出来
的孩子， 当了20多年兵， 考学当
兵就是想脱离农业。 结果一转业
又回到了当兵前的状态， 还是天
天跟农业和土地打交道。” 他说。

但是军人服从命令的天性深
刻在王尚君的骨子里 ， 组织分
配了任务就要坚决服从。 他二
话不说打好背包来到了昌平区农
业服务中心负责科教工作， 对农
民进行培训。 2011年， 王尚君被
安排到农机推广 站 的 前 身———
农 业 机 械 研 究 所 任 副 所 长 。
“农业讲求精耕细作， 当时机械
并不被重视， 我们就干一些为服
务新农村建设维修路灯这样的工
作。” 王尚君说。 爱琢磨的他开
始开动脑筋 ， “无论在什么岗
位 ， 都必须挑起担子 。” 于是 ，
他从零学起， 带领技术人员开始
研究农业机械。

当时昌平正在发展草莓产
业 ， 为召开世界草莓大会做准
备， 昌平区农业服务中心负责草
莓大会的筹办工作。 要在第七届
世界草莓大会上进行展示的高架
栽培草莓， 却在紧要关头出现了
频繁死苗的问题， 当时集结了农
业相关的专家和教授分析设施问
题， 最终发现是由于场馆顶部用
于保温的双层钢化玻璃透光率问
题影响草莓光合作用无法正常进
行。

专家给出的建议是使用高压
钠灯补光， 但是这种灯功率非常
大， 容易对电路造成安全隐患。
经过反复思考琢磨， 王尚君大胆
的提出用LED补光灯代替高压钠
灯的想法。 于是， 他带领全站的
技术人员加班加点， 天天盯在草
莓博览园里研究， 还求教农学院
老师做红蓝光配比试验。 最终，
经过团队72小时的反复尝试， 研
究出了直到现在仍旧备受欢迎的
LED草莓生长补光灯。

传统的高压钠灯一个灯泡就
要600瓦 ， LED草莓生长补光灯
只需要50瓦左右， 单栋温室节省
了三分之一的电量， 不仅节约了
能源， 也为种植户降低了成本。
王尚君提起这次经历， 切身感受
到先进的科技可以弥补农业机械
的落后。 “我也寻找到了新的起
点， LED补光灯照亮了小草莓 ，
同样也 ‘点亮’ 了我。” 他说。

运用机械化技术提升草
莓生产效率

“在北京， 农学方面的专家

和学者比比皆是， 若做农机研究
我们的差距很大。 但当时农业机
械化的推广程度还不高， 我们应
做好农机的推广， 减少群众种植
成本， 从另一个角度促进乡村振
兴， 这便是我们的责任。” 对于
定位， 王尚君一直在思考。 借着
事业单位改革的东风 ， 2014年
初， 王尚君将想法变为现实， 他
重新确定工作方向， 将目标定在
农业机械化的推广上， 并把农业
机械研究所更名为昌平区农业机
械化技术推广站。

草莓作为昌平支柱产业、 标
志性名片， 生产过程中最关键的
起垄和破垄两大技术难题亟待解
决 。 传统的人工作业耗时 、 耗
力、 成本高， 同时， 草莓的垄高
在40厘米左右， 市场大型机械设
备无法进入， 更不能达到起垄40

厘米的标准。 如何运用机械化技
术解放双手 ， 让王尚君甚是头
疼。

要开拓新的领域， 必须有过
硬的知识和技术。 王尚君开始带
领全站技术人员进修专业课程、
参加各地机械设备展会、 引进先
进设备操作实践。 他还在同事中
最先考取了高级工程师证书。

经过两年的努力， 2016年团
队终于突破了草莓生产的第一个
难点———破垄。 “起初是想先解
决起垄的问题， 可是遇到瓶颈，
我们便换了角度， 先解决破垄。”
王尚君说， “坦克的履带带给我
极大的灵感， 拖拉机不能跨越沟
渠， 但履带可以跨越鸿沟， 经过
设计， 我们把两者相结合， 发明
出了履带式破垄机， 初步实现了
草莓破垄机械化作业。” 不断创

新理念的王尚君带领团队， 开拓
与企业合作的模式， 把创新点与
企业技术相结合， 后续研发了草
莓起垄专用机械， 发明出 “一进
二退工作法 ” “双向耕耘工作
法” 并申请了专利， 效率较人工
起垄提高4倍。

创新工作室多项成果为
农业发展保驾护航

除了创新草莓种植设施， 王
尚君从2015年开始着手储备和研
究农业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技术，
现在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模式也
基本实现了生产全程机械化 。
“将畜禽粪便与粉碎物混合发酵，
制作出土壤改良剂， 用于农业种
植循环利用 。” 他介绍 。 目前 ，
昌平建立了9个处理站， 辐射全
区涉农镇街。 “有需求的农户用
手机App就可与处理站对接拉走
秸秆， 按照农业废弃物与土壤改
良剂2∶1比例兑换 ， 农户既处理
了秸秆， 也得到了实惠。” 他介
绍。 相关成果于2022年获得北京
市农业技术推广三等奖。

王尚君还成立了创新工作
室， 多年来， 创新成果不断。 走
进他的创新工作室， 四五十台大
大小小的农业机械整齐的列队，
有的方向盘和座椅可以调换方
向， 解决了大型农机掉头不便的
问题； 有的经过改造结构紧凑转
弯半径小， 便于在农业设施内更
灵活进行操作。 仅2022年， 他带
领团队推广设施农业机械化新技
术10余项、 新装备1120台套， 设
施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 56.2% ，
居全市前列。 同时， 推广设施蔬

菜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模式促进
蔬菜全产业链发展， 近年来， 昌
平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任务均超额
完成， 粮食、 蔬菜连续三年实现
上涨 ， 为保障首都 “米袋子 ”
“菜篮子” 做出了贡献。

付出就有收获， 王尚君获得
了 首 届 “ 最 美 农 机 推 广 员 ”
“全国农机科普工作优秀个人 ”
等多项荣誉称号。 去年， 农业农
村部办公厅公布了全国星级基层
农技推广机构和星级农业科技社
会化服务组织名单， 昌平区农业
机械化技术推广站上榜。

培养更多人才为建设农
业强国助力

在做好农机推广服务的同
时， 王尚君尤为注重人才培养和
创新工作。 “年轻人是未来的希
望”， 王尚君说， “不但自己要
干好农机推广这件事， 也要培养
人才队伍， 让更多年轻人掌握新
知识、 新方法、 新技术， 把技术
推广工作做下去。”

“王站经常亲自在站内定期
的组织不同内容、 不同形式的培
训。” 昌平区农业机械化技术推
广站中级工程师刘攀说， “王站
还常常带着我们走进农民家中、
走到地头上去， 真正了解农民需
求后 ， 再去解决问题 、 满足需
求。”

秉承着 “干一行、 爱一行、
钻一行” 的匠人精神， 王尚君对
团队的技术推广人员和众多农户
悉心教导 ， 手把手传授农机知
识。 近年来他组织开展农机新技
术新产品线上线下培训近400人
次， 下乡服务1200余次， 受益农
户约1.2万人 。 每到农忙时 ， 房
山、 密云、 延庆等区的种植户也
纷纷邀请他前去讲课 ， 甚至山
东、 河北的农户， 在网上看到他
的教学视频也打来电话求教。

多年的创新工作得到了昌平
区和北京市总工会的支持， 2021
年王尚君创新工作室评定为 “区
级职工创新工作室”。 王尚君带
领工作室成员通过科技创新、 新
技术应用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
科技支撑， 推动了 “千亩双高智
慧农场” “智慧草莓园” “智慧
苹果园” 和 “生产型蔬菜无人农
场” 项目建设。

“懂农业才能有担当， 爱农
村才能守初心， 爱农民才能付真
情。” 王尚君永远站在 “急难险
重” 任务的第一线， 不但自己干
好农机推广服务， 更将带出一支
能为现代农业不断提供优质服务
的优秀队伍视为己任。 他表示，
将继续主动帮助农民解决技术难
题， 为提升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
水平， 促进地区农业增优、 农村
增美、 农民增收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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