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科站里的故事

□记者 马忆玲

1976 年，县农业局工作人员许绍璋在路过清
溪田头时，拍下了这样一幅照片：广袤无垠的田地
上，身穿布衣的三人尤为显眼。他们围着箱子，一
位女青年手握试管和试纸，另一位则拿着笔在本
子上记录着。如今的年轻人乍一看，难免犯迷糊：
这是在做什么？

这张黑白相片中的场景，如今已72岁的应启
仁是最熟悉不过了。

应启仁说，这是三名农技员正在做“速测”。
说到“速测”，就不得不提农科站。1975 年，永康
四级科技网成立。自那时起，县里有农科所，公社
有农科站，大队有农科队，生产队有农科组。
1977年，应启仁就是清溪公社农科站站长。

“那时候，能被挑选到公社农科站是件值得自
豪的事，毕竟在当时也算是个搞科研的地方呢。
从每个生产队挑出三个人，组成了一支36人的队
伍。农科站的主要任务是督促农技员学习科学种
田方法，指导各生产队防治作物病虫害，料理好
36亩田。”应启仁回忆道。

清溪公社农科站成立后分成了四个小组：种
子培育组、高产栽培组、水土管理组、数字记载
组。相片中正在搞速测的就是水土管理组的农
技员。

清溪的田地与溪滩相邻，要想在滩水地夺高
产，改革种植方法是重要的一环。简言之，就是要
因地制宜，按节令测地温适时播种。这时候，水土
管理组就是打前阵的中坚力量。

首先，分析土地的土质，这步关系着如何施
肥，要把冷肥放在沙质土地上，热肥放在粘质湿地
里。其次，要检测土地的含水量和温度，决定灌不
灌水。比如说，粘性土质的下湿地就无需灌溉，因
为土壤里持水量本就很足，地温很低，如果再浇水
就会导致农作物变黄。应启仁认为，水土管理组
就像医生，要负责给有问题的“田地”开药方、对症
治病。只有把土地治好了，良种才能见效高产。

当然，光土地肥沃还不够，种子也同样重要。
那时，杂交水稻刚刚兴起，育种开始在农科站试
验。“我们公社的稻、玉米等种子当时都存在着多、
乱、杂的现象，影响生产发展。”因此，清溪公社农
科站建立后，首要任务就是将全站现有的水稻品
种和玉米品种一一进行排队、分析，做合理搭配。

在搞好科学实验的同时，搞好科学农技知识
的普及也是农科站的职责所在。应启仁身为站
长，每周定期要到金华学习农业相关培训课，回乡
再把所学分享给站里的农技员。那会儿，群众当
中流行一句话：“种地不能靠老天，不懂科学难种
田，大家动手搞科研，农业现代化早实现。”人人心
中都有一种紧迫感，必须同心协力走科学种田的
道路。

回想起那些天天与庄稼打交道的岁月，应启
仁说：“在农科站工作的那三年，夏天几乎是四五
点钟便要往田间去查看农作物的情况。如今这么
早起床的话，却是锻炼身体。时代确实是大大地
发展了。”

□记者 马忆玲

12 日，唐先镇云路村的一个葡萄大棚前，72
岁的施洪进坐在摊铺边，等着客人上门采摘。不
一会儿就有数个客人慕名前来。走入葡萄园里，
他们的反应出奇地一致，“哇，黑的、红的、绿的，你
家的葡萄品种可真是丰富。”

这番门庭若市的场景，于施洪进早已司空见
惯，眼前这一幕亦是似曾相识。

时钟拨回 34 年前：农村的一间土胚房里，长
木板架成的小窗，墙上挂着一个竹匾。房子中间
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台秤，秤上压满了种
子。桌边围着几个人，站在中间的身穿中山装的
男子把种子往麻袋里倾倒。身侧，还有一个人挎
着一只凉笼，满脸期待，显然他也是为种子而来。

这个中年男子就是施洪进。那一年，他的家
还有另一层身份：永康县种子公司云路代销站。
方圆唐先、中山、古山、珠山等 5 个公社的农民若
是要买种子，都会来找他。在那之前，这些父老乡
亲买种子都要到县城的种子公司去，在那个交通
并不便利的年代，往返一趟自是麻烦得很。于是，
科学种田兼杂交稻制种达人施洪进就把这个活揽
了下来，成立了一个代销站。他说：“有了这个代
销站，农户买种子就不需要往县城跑了，能省下不
少工夫。另外还能推广优良品种，农户来买种子
时，我会给他们讲解怎么催芽、育秧。”当时，正逢
分田到户之后，许多农民仍缺欠早稻种植催芽这
方面的知识，施洪进就主动向众人传授起5406种
子催芽技术。

其实，细细一想能发现，这里面已然有了一些
商品经济的影子。每卖出一斤种子，施洪进就能
收获 2 分钱的代销费。这让人联想起 30 多年以
后即如今所兴起的代购，可以说施洪进就是当时
一个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特长和资源优势的代购
红人。

在漫长的人生岁月中，这“技不压身”的“技”
还将继续为他保驾护航。

这身技艺始于施洪进年轻时候。从年轻后生
起，施洪进就喜欢蹲在田间地头，观察花开花落，
再加上他又善于总结经验，很快就成为了一名远
近闻名的科学种田达人。他开始为种子公司制
种，1978 年到 1982 年间，他一直担任唐先公社的
杂交稻制种专管员，负责27个自然村的农科队制
种技术。1984 年 6 月，农业部领导还曾经到施洪
进的高产示范田里考察过。

唐先是葡萄之乡，在大家都为粮食增产增收
而奋斗的时候，施洪进毅然不走寻常路，开始摸索
葡萄种植。到 1991 年时，他家已经种了 3 亩左右
的葡萄园。从这时候起，他彻底扑进了葡萄“增产
增收”的海洋。对于一个“农技通”来说，无论种稻
谷，还是种葡萄，很多道理是相通的。借着大好势
头，施洪进一鼓作气，成立了一个名为“塔山名优”
的葡萄专业合作社，带领农户一起种出好葡萄，发
家致富。2000年，施洪进获得“农村科技带头人”
的称号。

岁月在施洪进脸上并没有留下过多的痕迹，
年过七旬的他看上去像一个60出头的人，现在他
独自一人管理着 6 亩多的葡萄园。走进他家，有
关葡萄的奖牌、奖状挂满了整个墙壁。2014年是
其中最高光的时刻。在当年“丽州之夏”纳凉晚会
暨葡萄王擂台赛中，赛会主持人这样宣布：“谁家
的葡萄最甜，谁就是冠军。云路村施洪进家的红
富士葡萄以 19.7 的最高糖度，获得今年葡萄王擂
台赛的冠军。”在同年开展的红富士葡萄评比活动
中，他家的葡萄又被评为金奖。

搞了大半辈子农业，施洪进依然会为创造出
一个葡萄新品种而兴奋。临别时，他邀请记者明
年来做客。他说，经过五年时间的培育，明年的这
个时候，一个新品种将要问世了。是啊，除了这

“甜蜜的事业”让他费心费神之外，还要追求什么
呢？四代同堂，葡萄收入颇丰，此时较与彼时，更
多了些从容的理由。

这一身农技，吃香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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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溪田头在搞速测的农技员
摄于1976年

拍摄者：许绍璋

“种子专业户”施洪进在家中代销种子
摄于1976年

拍摄者：许绍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