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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时节，天亮得早。早上8点，何
远行就来到农场的大棚，开始巡园检查
病虫害。几位工人正流水线式地处理刚
摘下来的小番茄，装箱完成后将发往川
渝两地的农贸市场。

这家位于成都市青白江区姚渡镇光
明村的逸明农场，是青白江区的现代农
业种植示范基地，种植面积700余亩。

30岁的何远行是土生土长的青白江
人，作为该农场的技术人员之一，负责管
理200余亩小番茄。2021年，因为上班离
家太远，无法照顾生病的母亲，他从外
地辞职，回到家乡成为一位“新农人”。

“科班生”返乡
专为200亩小番茄“治病”

日前，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在
逸明农场见到了何远行。黝黑的皮肤、
蓬乱的头发，一脸憨厚的笑容，如果不是
经人介绍，很难让人相信他是一位管理
着几百亩果园的“90后”农业技术能手。

2017年，何远行从四川农业大学茶
学专业毕业后，就职于南充一家农业科
技公司，负责柑橘的技术管理，2021年
辞职回到老家。“我本来就是农村长大的
孩子，外面转了一圈，现在又回来了。”何
远行说。

2021年12月，何远行刚到逸明农
场。几十个白色的大棚里已经种上了小
番茄苗。逸明农场种植的果蔬有好几
种，小番茄的品种和种植面积占多数。

老刘是何远行初来时认的师父，今年
56岁，山东人，干了大半辈子农业种植，有
着丰富的经验。何远行刚到农场，老刘
就带着他巡园干活。作为学农的“科班
生”，何远行对师父传授的关于小番茄病
虫害防御、治疗理论，很快就烂熟于胸。

从整地改土、上底肥、建水肥设施、
栽苗到果实成熟，需要100天左右的时
间，采摘期在每年4-6月。何远行在农
场主要的工作就是巡园，一旦发现小番
茄“生病”，就要及时“医治”。

作为一名植物“医生”，从业以来何
远行碰见过各式各样的病虫害，谈及防
治的专业知识，他头头是道。

记忆最深刻的是在2022年 1月，
2000株小番茄苗患上晚疫病。连续数

日的阴雨天，让何远行在巡园时疏忽了
生长在大棚内侧面的幼苗。“这是一种由
真菌引起的病害，因为低温高湿，导致叶
片和茎杆部感染病菌。它会影响植株发
育，降低小番茄的品质和产量。”发现情
况不妙，他和另外两个技术人员连续一
周“出诊”，通风、打药、排湿，最终将问题
解决了。“一亩地有2000多株幼苗，产量
在1万斤左右，当时成熟的果子批发价
格在8元一斤，如果治疗不及时，可能会
造成至少8万元的损失。”

技术赋能
种植成本降一半产量翻一番

据介绍，当前逸明农场共种植有
200余亩小番茄，年产量120万斤，产值
超过800万元，和五年前相比，产量越来
越高，产值也翻了好几倍。这都得益于
新品种的引进和技术赋能。

在逸明农场，新技术被大量应用，小
番茄种植全部采用的是无土栽培法。

“所有大棚里的小番茄都是无土栽
培的，和传统种植方法相比，可以节约
50%的水肥，亩产平均6000斤，是传统
大棚产量的4倍。”何远行在大棚之间的
过道里边走边介绍。

“如果完全采用数字化种植系统，一
个大棚的设施成本可能就需要 20万
元。为了节约成本，我们自己研发了简
易版的无土栽培装置，将成本降低到了
2万元。”何远行介绍，目前这套技术已
经申请了专利，控制住了成本，农户也可
以把技术用在其他果蔬的种植上。

一串串红绿相间、个头饱满的小番

茄，在果柄上整齐排列，散发着淡淡果
香。何远行说，和有土种植相比，这种无
土栽培的小番茄采用的是椰糠基质种
植，采用滴灌技术浇水、施肥，可以有效
减少根部病虫害对果蔬的影响，也让果
蔬的产量和质量稳步提升。

携手合作
“新农人”和传统农民成为好搭档

除了农场的工作，何远行每周还要
去几个村子为村民做技术指导。虽回到
家乡工作，但要把现代农业技术尤其是
先进的理念传递给农户，并不像见面打
招呼那么简单。因此，“新农人”和传统
农民之间的观念冲突在所难免。

小番茄定植之后，当秧苗长到半人高
时需要吊秧，同时还要疏剪侧枝防止分走
养分。何远行建议提前一周开始，这样
可以保护幼苗。而村民认为应该晚一些，
这样可以少处理一次而节约人力成本。

另外，关于施肥，何远行和村民也产
生了分歧。传统施肥参照的是“亩用量”，
比如说一亩地三斤肥，就按固定的周期施
肥。但不同农作物各个生长阶段的营养
需求不同，以及不同天气状况植株的蒸腾
量不一样，施肥量也要因此变化，如果一
味参照相同的“亩用量”和施肥周期是不
科学的，植被根部也容易发生病害。

“新农人”看重量化数据指标，但老
一辈的农人更相信经验。每遇到这样
的情况，何远行都会向村民推荐按稀
释倍数的方法进行施肥，参照稀释表
格，找到稀释倍数和用水量的交叉点，
显示的数字就是用肥量，在施肥过程中
还需要观察农作物根部的干湿情况，调
整施肥周期。

“有些人觉得麻烦，仍然坚持用老方
法，我们只有耐心地解释。”何远行说，最
后村子里出现因为肥害导致的根腐病
时，一些农户的观念才慢慢地发生改变。

近几年来，逸明农场已与周边几个
村形成了合作关系，农场为村民提供技
术指导。种植的小番茄因为口感好，吸
引了一拨又一拨游客来村里摘果子、买
农产品，农业与旅游的结合，为村民带来
了可观的经济收益。

其实，于何远行而言，他从来不否认
老一辈农民的经验，反倒认为两个群体
之间可以通过合作，成为好的搭档。

今年是何远行回到家乡的第四个年
头，逸明农场“90后”的技术人员也从何
远行1人增加到了4个人。看着挂满枝
头的小番茄，他说，现代农业前景可观，
从事农业的年轻人不多，希望有更多的
同龄人主动参与到农业发展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邹阿江
摄影报道

跳出农门又回流

“90后”大学生回村当起了植物“医生”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马梦飞）5月8
日，记者从经济和信息化厅获悉，近日，
经济和信息化厅等6部门联合印发了
《促进钒电池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钒电池储能产业作为典型的绿色
低碳优势产业，是四川省新型储能领
域重要的发展方向，也是四川省钒钛
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赛道。四
川省钒电池储能产业发展基础雄厚，已
建成全球规模最大、产业链条最完整的
钒产品生产基地，同时四川水电等清
洁能源丰富，光伏发电比重逐步提升，

为钒电池储能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市
场空间。

经济和信息化厅材料工业处处长
卿家胜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钒电池储
能作为新型储能领域重要的发展方向，
预计到2025年钒电池在储能领域渗透
率有望达到15%至20%，将在大规模长
时储能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四川创新
出台全国首个促进钒电池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实施方案，从开展应用试点示
范、强化技术自主创新、扩大钒制品生
产供给、推动产业降本增效、加快打造
产业集群、培育完善标准品牌等方面，

力求建立“政府主导、企业实施、多端合
作、示范先行、综合施策”的钒电池储能
产业发展体系，着力打造国内领先的钒
电池储能产业基地。

《实施方案》明确，到2027年，钒电
池储能产业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位居
全国前列，钒资源、钒电解液、双极板、
电极等材料和部件生产能力大幅提升，
钒电池储能用钒产量保持全国领先，钒
电解液产能达20万立方米/年、电极材
料产能达650万平方米/年、电堆产能
达3GW/年、系统集成产能突破12GWh/
年，培育壮大3家以上创新能力突出、

具有全国竞争力的龙头企业，产业规
模迈上新台阶，产业体系更加完善，建
成一批经济效益好、带动能力强的试
点示范项目，实现钒电池产业集聚化、
规模化发展，建成国内领先的钒电池
产业基地。

对此，《实施方案》立足发挥四川清
洁能源可开发潜力大、钒钛产业基础较
好的突出优势，提出开展应用试点示
范、强化技术自主创新、扩大钒制品生
产供给、推动产业降本增效、加快打造
产业集群、培育完善标准品牌等六项重
点任务。

四川创新出台全国首个钒电池产业专项政策

无土栽培的小番茄。

何远行在大棚查看小番茄病虫害。

工人们正在为刚采摘的小番茄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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