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名片

立志从农

2021年7月10日 星期六 5编辑：徐碧芳 版式：顾晓颖

电话：0571-86757165 E-mail:871636271@qq.com 创 业

在温州，花椰菜栽培历史悠久，传统

品种因花球紧实，花梗雪白，产量大，口感

差，市场价格普遍偏低。经常参加国内各

大种业展会的曾祥亮，凭着敏锐的市场意

识，积极引进台湾散花青梗花椰菜新品

种，经过反复试种，终于筛选出适合当地

栽培的“台青”系列花椰菜新品种。他探

索出的“稻—菜”轮作栽培模式，即晚稻收

割后种植花椰菜，一经推广，就得到市场

认可。短短3年，当地花椰菜种植面积迅

速扩大到万亩以上。

随着花椰菜种植面积的扩大，保鲜运

输成为花椰菜销售的一大瓶颈问题，曾祥

亮又投资建起了一座千吨级蔬菜冷库，构

建起产前品种引进、产中农资供应、产后

冷藏营销的花椰菜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

模式。该模式使得当地花椰菜价格从低

于全国平均价0.2元/公斤，一跃成为近年

全国花椰菜价格的领跑者。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曾祥亮

带领企业积极开展抗疫保供工作。看到

瓯南地区近万亩花椰菜陆续上市，曾祥亮

借助自己的冷库，延长花椰菜保鲜存储时

间，既解决了农户的销售问题，也保障了

市场蔬菜供应，为全国各地供应花椰菜超

过30万公斤。同时，他还通过温州市农创

客发展联合会和瓯海区民政局，向温州市

区多家敬老院爱心捐赠蔬菜1.5吨。春耕

备耕期间，他积极组织调配各种粮食和经

济作物种子价值近50万元，通过电话、微

信、下田等方式，带领团队为农户提供技

术指导150余次；针对当时交通不畅、农用

物资匮乏等问题，他通过申领温州市疫情

防控车辆专用通行证，平均每天调运化肥

等农资7500多公斤，解了不少种植户的燃

眉之急。

多年来，曾祥亮借助互联网，把他的

信实庄稼医院从线下开到线上，并采用连

锁运营模式，在农业主产区开办了10家连

锁分院。经过不断探索创新，信实庄稼医

院从起初为农户提供农业技术和农资供

应的专项服务，发展成为目前集无人机飞

防、惠农金融、农产品营销等全产业链综

合服务的区域龙头企业，为当地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抗疫保供作出了积极贡献。

凭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精湛的职业

技能，曾祥亮先后获得温州市第五届农民

职业技能比赛一等奖、浙江省农业职业技

能大赛一等奖，在第三届全国农业行业职

业技能大赛中，他获得“全国农业技术能

手”称号。

时光荏苒，初心不改。扎根基层14载，

他以坚毅的信念，耐住了农村基层工作的

寂寞；以专业的知识、满腔的热情和默默的

行动，为更多人撑起了现代农业梦。

本文由省农创客发展联合会秘书处提供

7月1日，省“两优一先”表彰会在嘉兴举行，

省农创客发展联合会理事曾祥亮荣获“浙江省优

秀共产党员”称号。在表彰会上，曾祥亮胸佩奖

章，身戴大红花，手捧红彤彤的荣誉证书，脸上露

出了会心的笑容。

1983 年出生的曾祥亮是安徽阜阳人，

2007年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毕业那年他

就立定心志：决不放弃大学四年所学的农

学专业，非本专业的工作一律不投简历，哪

怕是两年内没有收入。最终他“如愿以

偿”，被苍南一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录用了。

靠着奖学金和助学贷款读完大学的他，怀

着满腔热情，背起简单的行囊，离开安徽老

家来到苍南成为一名基层农技人员。他克

服语言不通、饮食不适等困难，默默工作，

这一干就是14年！

在农业生产第一线，曾祥亮发现：种田

的大多是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他们虽然

有种地经验，但文化程度不高，不懂得科学

用药。他决心借助自己的专业特长，指导

农民科学生产，提高农民种植技术。时间

证明，他做到了。5年后，他成立了温州市

第一家“庄稼医院”——信实庄稼医院。从

此，不顾烈日酷暑、寒风下雨，他奔走在苍

南的各个乡镇以及温州多个县（市、区）的

田间地头，为庄稼诊断病情，开方抓药。说

起曾祥亮，当地农民赞不绝口：“这年轻人

是真有本事，这地里要是有个什么虫什么

病的，找他准没错。”

“庄稼医生”曾祥亮——

用青春践行初心
用科技担当使命

曾祥亮曾祥亮（（左左））给庄稼给庄稼““问诊把脉问诊把脉””。。

7月6日,是杭州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两周

年。良渚遗址成为全世界的文化遗产，离不开杭

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荀山村村民的大力支持，是

他们那种“顾大国，舍小家”的家国情怀，让良渚古

城遗址走向了世界。

20多年前，现良渚古城遗址的位置是大片农

田，荀山村村民早出晚归在那里春种秋收。2002

年，为更好地配合申遗工作，政府决定重建良渚博

物院。这对当时的荀山村村民来说，无疑是个“坏

消息”。因为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是他们赖以生

存的基础。为此，村干部早出晚归上门做村民的

思想工作，最后党员带头，终于成功征用了50余

亩土地，建成了现在的良渚博物院。

2005 年，博物院建成后，因整治周边环境需

要，荀山村的3家农户拆迁。2007年，为建设美丽

洲公园，又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征迁，全村共涉及农

户46家。这一次难度非常大，因为村民的住宅是

老祖宗几代传下来的，延续的是家的生命力。但

为了顾全大局，村里党员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政府号令我们一定要遵从，再说了保护良渚

遗址文化是我们每一个荀山人的责任。”荀山村9

组一位带头签字的老党员的一句话，让很多原本

持反对意见的村民逐渐改变想法。最终，在村党

员干部的带动下，完成了全部拆迁工作，为博物院

及美丽洲公园的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为保护良渚古城遗址，文保单位将荀山村

95%的土地划定为农保、文保和生态保护的“三保

地带”，荀山村等附近村镇原则上不能再进行大规

模建设。这个规定阻止了一些高收益项目和高新

产业进村来，村庄污水治理等民生项目也受到一

定限制，但荀山人再次选择以大局为重。

天下之本在国，大国之本在家。良渚古城遗

址保护与开发，如同一条柔韧的纽带，把荀山人与

家国紧密地连在了一起。2019年7月，当申遗成

功的消息传来时，荀山人无不为之欢呼，为之自

豪。如今，虽然离良渚博物院、美丽洲公园建成和

成功申遗过去了若干年，但那一份沉甸甸的奉献，

仍有力地诠释着荀山人深厚的家国情怀。

钱爱华

荀山人的家国情怀
——写在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两周年之际

创新兴农曾祥亮：龙港市信实庄稼医院院长，

温州市乡土人才“名师名家”，省农业职业

技能大赛一等奖获得者，省十佳农创客标

兵，省技术能手，全国农业技术能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