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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农30载 创下11项浙江吉尼斯
——记农民朋友的知心大哥吕高强

□记者 童英晓

“站在这么高的领奖台，除了开心

更多的是感恩。感恩领导给予我这么

高的荣誉，感恩同事的支持，感恩农民

朋友对我工作的配合。”2 月 26 日，市

种子管理站副站长吕高强面对记者的

采访，连声说了三个感恩。在刚刚结

束的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上，吕高强从

领导手中接过了一枚沉甸甸的奖章：

全国农业工作先进者。得知吕高强获

此殊荣，认识他的人都说，拿这大奖他

是当之无愧的。

1963 年出生的吕高强扎根农业

已有 30 多载。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

农民的儿子，农民的艰辛他都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总想尽力为农民做点力

所能及的事情，尽己所能打通农技服

务最后一公里。事实证明，这么多年

来，他也是这么做的。

为了方便下田
春夏期间他不穿袜子

吕高强对于城区的很多人来说，

不一定认识，但要是到了农村，他的名

字曝光率还是极高的。

每年夏天是吕高强最忙的时候。

他经常一大早到水稻示范基地蹲点。

从耕田到种子安排，到收割、测产记

载，每一个环节他都不落下。“因为经

常要下乡到田头，所以一年里有半年

时间我都不穿袜子。”看到记者诧异的

眼神，吕高强笑着说，这样方便下田，

看到有什么情况，挽起裤脚就可下去。

“几天不到田头看看转转，心里就

堵得慌。农闲时一星期里至少要到田

头两三次；农忙季节，只要种子管理站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差不多每天待在

田头。”吕高强的这种工作方式，被人

戏称为“三多”：下乡次数多、推广新品

种多、认识的老农民多。

学多媒体运用技术
方便为农民上课

吕高强 1982 年毕业于金华农校，

第一站分配到古山公社，任农技干部，

由于工作突出，一年后就提升为分管

农业副社长。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 80 年代，信

息获取渠道相对狭窄，主要信息源都

是依靠广播传播。吕高强通过广播向

农民朋友传递各种信息，比如什么时

候播种，注意事项是什么？如果种子

发芽不理想，又该如何进行补救？在

当时，这些信息对于农民来说真是及

时雨。

随着时代的变迁，网络逐步走入

了大家的生活，获取信息的方式也有

了很大的转变。“为了便于为农民朋友

上课，我还学习了 PPT、美篇的制作。”

他说。

说话间，吕高强打开了几个 PPT

与记者分享起来，只见每个 PPT 里大

部分都是以数字表格、图片的形式展

现。“表格中的数字都有对比性，这是

为了让受众者更直观了解，哪个品种

更优质，效益最大化的又是哪个。”

据吕高强的一位同事介绍，每次

吕高强下乡为农民培训或者与会发

言，他都会事前做足功课，有时为了弄

清一个数字，会不厌其烦无数次跑向

田头。

吕高强说，农民的感情是最质朴

的，也是最令人难忘的。自己从事农

业 30 多年来，结交了无数农民朋友，

有时他们碰到难题，也会向他援助；遇

到坎坷也会向他倾诉，这时候吕高强

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想尽各种办

法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最令吕高强难忘的是，1983 年他

在古山三村驻村，半年后，因工作需

要，他要调离工作岗位。就在他离开

的几天前，该村干部带领几位村民来

乡政府“闹事”了。“当时我真的心慌

慌的，以为自己做了什么对不起村民

的事情。可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闹

的事情是，要乡政府给我争取一个

‘永康县先进工作者’奖项，不然他们

就赖在乡政府不走了。”虽然事情过

去这么多年，吕高强说起当时的情

景，还是显得很激动。

创下我市水稻亩产纪录
“粮食是人类生存之本。”这句话

一直在吕高强的心中占据重要位置。

“现在大家都不愁吃不饱了，提质增效

也摆上了议事日程，怎样把产品更加

优质化，更重要的是怎么促进农民致

富？”吕高强说，从 2006 年开始，溪边

村建立了浙江省水稻新品种示范基地

以来，他就一直致力于水稻产品的更

新换代，先后引试筛选水稻新品种

180 多个，在全省率先推行协优、中浙

优、甬优等系列水稻新品种。经过层

层筛选，最终筛选出了产量高，米质

好，适宜机械化操作的甬优系列。

2017 年，吕高强试种的超级稻亩

产达到 1057 公斤，百亩连片示范方平

均亩产844.8公斤，产量之高创下了我

市历史纪录。“粗略估算，亩产达到

500 公斤，农民只能保本，没有产生任

何效益，如果达到了 800 多公斤，利润

空间就随之水涨船高了。”吕高强边说

边与记者算起了账。

品种更新快，效益产生明显，对农

民生活改善起到了非常关键作用。吕

高强说，5年前种粮大户大多都是骑电

瓶车或开皮卡车前来参加培训会，但

从去年开始，他们的交通工具发生了

很大变化，培训会停车场上看到的都

是小轿车，而且宝马、奥迪等中高档车

比比皆是。看到这一变化，吕高强是

发自肺腑的高兴。

11个农作物创下
浙江农业吉尼斯纪录

1998 年后，农业产业结构进行了

调整，农民除了种粮食外，开始播种其

他农作物。“当时种水稻每亩只有 20

至 80 元不等的利润，而瓜果蔬菜的收

益远远不止这些。我与同事一起，在

大园童基地培育了 95 个瓜果蔬菜品

种，亩净效益达到 1500 元左右。这在

当时也是一件大喜事。农民朋友看到

希望，纷纷引种各类农作物。”

2002 年，吕高强又开始尝试设施

农业——大棚种花。令人惊喜的是，

他与同事成功栽培了大立菊，最大的

一株菊花直径 1.8 米，高 1.2 米，共有

500 朵花，吸引了多家媒体采访。而

在另一个大棚里，栽培了 2600 多盆西

洋杜鹃，投入市场后，抢售一空。试验

成功后，吕高强开始了推广之路，引领

农民朋友走致富路。

2007 年，吕高强培育了一个重

8.75 公斤的西瓜，创下了浙江农业吉

尼斯纪录，截至目前止，包括番薯、黄

瓜、黄秋葵等 11 个农作物都已跻身浙

江农业吉尼斯纪录的行列。

□记者 陈凯璐 实习生 吴瑾熠

本报讯“叮铃铃⋯⋯”这几天

交警大队处罚中心主任胡雄韬办公

室的电话几乎没停过。“是的，我们窗

口处理一切照旧，3 月 1 日也没有影

响。”胡雄韬表示，最近几天处罚中心

忙得不可开交，大批驾驶员前去处理

交通违法信息，各个处理交通违法的

窗口都排起了长队，平常一天 900 人

次的处罚量暴增到1700余人次。

据记者了解，公安部交通管理局

近日进一步完善了互联网交通安全

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在原有可以处理

本人名下机动车交通违法的基础上，

新增了自助处理非本人名下机动车

交通违法的功能。但该政策被一些

公众号和媒体解读为“驾照销分新

规”，引起群众误解，导致月底处罚中

心人满为患。

2 月 27 日 16 时许，记者来到交

警大队车管所处罚中心，办理交管业

务的窗口排起了“长龙”。一位快轮

到办理的市民王先生说，之前在朋友

圈看见三月前不绑定之后就没办法

处理，看日子也近了，哪怕排再久也

要在月底把这事情弄好。

据记者了解，公安部的“新政”其

实是一项便民措施，指的是发布非本

人名下机动车交通违法新增网上处

理渠道，主要是针对需要自助处理非

本人名下机动车交通违法的驾驶人，

通过“交管 12123”APP 备案非本人

名下的机动车，备案后，可以处理自

备案之日起发生的有记分且单笔罚

款金额不超过 200 元的交通违法行

为。

而到交警大队交通违章处理窗

口处理交通违法行为，只要违章本人

携带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就可处

理，无须绑定，和以前没有任何变化。

根据新规，驾驶员可通过“交管

12123”手机 APP 或互联网交通安全

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完成用户注册后，

即可通过“交管 12123”手机 APP 申

请备案非本人机动车业务，一个驾驶

人最多可以同时备案三辆非本人名

下机动车，一辆机动车最多被车主以

外的三个驾驶人备案。且备案后，可

以处理自备案之日起发生的有记分

不超过 6 分且单笔罚款金额不超过

200 元的简易交通违法行为。驾驶

员也可通过该 APP 或公安交通管理

部门业务窗口随时解除已备案的非

本人名下机动车，解除后可重新申请

备案其他机动车。

除网上可办理的业务外，对于扣

分超出 6 分或者单笔罚款金额超过

200 的，违章本人可前往交通违法处

理窗口处理，与以往无异。

此外，对于金华地区的驾驶员，

除了可以网上办理或前往窗口办理

外，还可通过车管所或邮政局设立的

自助平台处理简易交通违法行为。

公安部出新规遭误读
很多人要在3月前处理违章

窗口处理违章
与以往无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