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未来]

近几年来，农场在向着机械化

和工厂化的方向转变。“过去搞农

场很容易，人海战术，现在缺乏劳

动力。但对蔬菜市场需求依然

大。有人用化肥、农药提高效率，

但人们却越吃越不健康。他坦言，

今后的蔬菜园林里可能会出现“一

个人开新型拖拉机，在菜园里转一

圈，像过流水线一样，就把绿叶菜

都采摘整理好。工厂化就是靠机

器播种，机器协助生产”。大国介

绍，这两年企业在研制丫苗菜。胡

萝卜芽等十几个品种，健康且无化

肥污染。“我们只做绿色健康的，不

用洗就可以吃的蔬菜。”顾大国刚加

入农场工作时，便意识到他的手中

掌握着无数人的食品安全。“农药要

少打，化肥使用要合理。”顾大国相

信，绿色健康的蔬菜会有一天在全

国范围内被广泛地接受，也希望能

与更多年轻人一道，扎根在新农业

下，做快乐的农民。

19岁·奉贤农场
每天边听都市节目边数虫子

“我是最后一届毕业包分配的学
生。”19岁从江苏省盐城农业学校毕
业后，大国却放弃已妥帖安排好的工
作“想出来闯闯”。听闻上海有专业
对口的岗位，大国背上行囊离开苏北
老家，至上海奉贤的燎原农场农业公
司（星辉蔬菜有限公司前身）应聘。
踏实肯干的他一下被“相中”，录取到
农场工作。

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6点，大国
和同伴一天都跟着劳作的农工，做

“记账”和数虫子的工作。每天早上，
他要到地里选东南西北中五个点，划
出一个平方米，之后耐下性子来细细
数虫子。“虫子数量过了基数，我们才
会打药。数完得5个钟头。”

“2001年，这里啥都没有。”大国
记得，他们住在用泥巴和砖块糊的房
子里，晚 8 点以后农场就看不到人
了。想读份报纸，他不得不花4块钱
路费，乘来回两个小时的公交至南桥
购买。住宿条件差，信息闭塞，当时
年轻的大国也承认“农田里的活比较
枯燥无味”。每天数完虫子，做完农
活，回到农场却没有电视供员工放松
娱乐，只有收音机和书陪他“过日
子”。“每天我就一边听周瑾的都市晨
曲节目，一边数虫子。”令他印象最深
的，还有《平凡的世界》一书。“从主人
公身上看到我的影子。他能在煤矿
里坚持，那我也能在农田坚持！”

农场工资并不高，干的活却不
少。时间久了，同届进农场工作的

“小伙伴”一个个离职，只剩大国一人
还坚持在农场工作。“在这能学到点
东西，那我就干下去。队长种葱最
好，那我要学下来。”大国还说，平时
田里记账时，可以得空坐在地头读读

书。“如果像他们一样到工厂上班，就
没法看书了。”提到同事离职原因时，
还向青年报记者开玩笑说：“年轻人
会担心找不到对象嘛。我们靠海边，
天天吹海风，一年下来脸就变样了。”
然而靠着学技术的决心与想法，大国
不怕黑不怕苦，在农场扎根钻研，逐
渐成为了园艺场的“一把手”。

22岁·黑龙江农场
外援5年，教东北人种植西兰花

2004年，公司响应上海市政府
提出“服务东北”的号召，决定派员工
至黑龙江二龙山农场支援建设。然
而离家远、条件差，公司没人愿意
去。顾大国听后，抱着“哪里需要去
哪里”的心态，只身至两千公里外的
黑龙江农场工作。

“东北地肥沃，所以很多种菜的
农户都是粗放型。”顾大国与农户聊
天后决定：要把上海的农业技术和精
耕细作的观念带给他们。“种下去一
定要种好，收也要收到。”

顾大国在黑龙江进行的第一个
项目，便放在了种植加工西兰花上。
这在当地可是件新鲜事。怎么种？
怎样种好？成为了整个团队待解决
的问题。一切从零开始的大国研究
书籍，实地统计。每天 6 点不到起
床，12点左右睡去，没有周末，从不
休息。农场里的人渐渐认准了这位
上海来的带头人，事无巨细都找他听
听意见。

白天，他负责组织生产，保证产
品质量，落实与农场各个部门的协调
沟通。晚上，他负责安全巡视，思考
安排第二天的工作。这样“白加黑”
的生活，他埋头一干就是五年。“每年
天冷休耕时我才会回来休假。”2006
年，顾大国在老家休假时结了婚，不
久后为工作，又回到了东北的农场。

东北的这片西兰花地在他悉心
照料下，从最初的300亩，增加到了
1600亩。他在东北的五年里，加工
出口的西兰花一直都是获得100%的
合格。“这是我的责任！”顾大国在职
一天，就要保证一天入口的食物健康
无公害。在种植西兰花的同时，他还
和上海农科院的专家们一道，在当地
试种成功三个品种的樱桃番茄，为当
地拓宽了种植渠道。

26岁·调回上海
不断进修，研发新蔬菜品种

2008年，他告别了东北的黑土
地，调任回上海工作。回到熟悉土地
上的他仿佛吸足了养分，未休息便立
即投入到无土栽培蔬菜的工程当中。

“一开始觉得难，不懂。”大国坦
言，第一次接触英国NFC液态浅水栽
培，只得不停请教。农科院专家的电
话都熟悉得可以背出来。营养液多
少，打多少次，怎么配方，遇到问题便
请教专家。一年后，公司成功实现了
无土栽培运作。

学习和思考是大国自始至终所

坚持的。发现上海效区河道有水污
染，因而与东北种植差距明显。“那我
储存雨水！搞雨水灌溉！”仔细研究
后，他在农场挖了两个10亩鱼塘积
蓄雨水。需要灌溉时，地里便可自动
喷出雨水。多余的水则通过管道再
循环入鱼塘。

实践中，他发现要跟上先进农业的
脚步，就得用知识武装起自己。2009-
2011年，顾大国至南京农业大学读专
科，又在2013年申读南农大本科学
位。周末专程跑到南京读书的大国不
放弃和专家教授交流的机会。“教授也
会诧异，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多问题？”

与此同时，他还与上海农林职业
技术学院、上海农科院园艺所、上海
交通大学农学院等单位的专家们通
力合作，实施了鲜食型大豆、水果甜
玉米、樱桃番茄、大红番茄等新蔬菜
品种试验和生产任务。“我们提供地，
帮忙统计数据，学校则用专业的知识
指导我们生产。”暑假里，上海农林学
校的青年老师会专程向他学习技
术。“有在农场切身的例子，讲课就会
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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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拨进入上海务工的青年里，顾大国是独特的。2001年，他到上海，未在喧嚣亮丽的城区久待，便步入了满是泥泞地的奉贤远
郊。他不向往器械林立的工厂，不追求外表光鲜的工作，一心一意扎根在农田里14年。今年33岁的顾大国，在星辉农场236亩的广
阔天地里，用青春和科技建设着新时代的健康蔬菜园。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晓颖

从东北到上海扎根在农田14年

江苏小伙乐做科技“新农民”

让更多人吃到安全绿色的蔬菜

顾大国乐做科技新农民。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