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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下午，罗通健走进一家咖啡
馆，点了一杯菊花茶。他选定靠窗位置，
掏出手机，远程巡检28公里外的川东北
蔬菜育苗中心——每年，这里都要培育
30多个蔬菜品种。

四川省劳动模范、四川省农村致富
带头人、四川省优秀农民工……罗通健
获得过不少荣誉，在“老家达县”众多菜
农口中，“蔬菜博士”这个称号，总能让他
会心一笑。

“除了务农种菜，我还有很多职业选
择。30年了，我唯独喜欢种菜。而且，还
会一直种下去。”蔬菜，承载着罗通健浓
浓的乡情，也见证着他深耕田园30年的

“逆旅人生”。

打工仔与田园梦

“在达州市河市镇读初中的时候，我
每天4点多起床，用背篼帮父母背蔬菜上
船，再坐送菜的木船到场镇。”40多年前，
晃晃悠悠的木船，就这样载着罗通健，迎
接从睡梦中醒来的乡村，看着州河两岸
周而复始的四季变换。

1994年，罗通健初中毕业。他跟同
乡去了浙江打工，包吃包住，月工资200
元。“心理落差很大。”身在异乡，那些关于
田园生活的美好记忆，时常出现在梦里，
罗通健说，“我觉得还是老家好，一直想
逃离，回家种菜”。他工作勤奋，悟性强，
肯钻研，老板舍不得他离开，送了一块耕
地让他种菜，想通过这种方式把他留住。
有了种菜的耕地，罗通健果然没有走。

“我的工资全部用来买书了，只要是
和种菜有关的，我都要买来看。打工两
年，我很快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1996年，罗通健辞掉工作回家种菜，魂牵
梦萦的田园梦终于变得触手可及。

“年轻人不打工挣钱，跑回来种地，
能有多大出息？”回到河市镇老家种菜的
罗通健，不被父老乡亲理解，甚至有人冷
嘲热讽。“种菜、卖菜，非常充实，也很快
乐。”那几年，罗通健跟着父母一起，经营
着老家的几亩菜地。

100亩与100万元

回家后，罗通健给自己定了个远期

目标：种100亩蔬菜，赚到100万元。
引进新品种，提升总产值，是他逐梦的

第一步。1997年，罗通健带着周边村民，
从重庆集中引进一批新品种菜苗。然而
不到一个月，全村数十亩菜苗都生病了，
试过多种办法都不奏效，没人知道原因。

“有天晚上，我打着手电筒走进自家
菜地，从菜叶上发现几个虫蛹——病因
找到了，是‘南美斑潜蝇’惹的祸。”罗通
健回忆道。借助自学的知识，他对症下
药，不到一周就治好了这种病。“我把经
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老乡们，帮大家及
时挽回了损失。之前质疑我的那些人，
开始对我刮目相看。”说这些话时，罗通
健眼中有光。

即便如此，在父老乡亲眼中，罗通健
依然是个“不可理喻”的人。“赚到钱以后，
我就全国各地跑，到处学技术，再尝试搭
建日光温室，专攻育苗技术。2000年遇上
洪涝灾害，温室被冲垮，前期投入都打了
水漂，很多人来看我的笑话。”罗通健不甘
心，把所有积蓄都投入钢架棚搭建中，他
咬定当年定下的目标，坚持投入，最终用
钢架棚培育菜苗获得成功。

积累经验后，他召集3个志同道合的
同乡，共同出资14万元，决定到离老家20公
里外的大堰镇，开辟100亩蔬菜种植基地——
当年做过的梦，罗通健始终记在心里。
2007年，基地投用的第二年，他们凭借精
准的市场预判，靠种植茄子净赚30多万元。

创业与创新

早在2008年，罗通健就在大堰镇发
起组建合作社，无私地为当地菜农传授蔬

菜核心种植技术。“重庆、成都、绵阳、达州
以及山东等地的农科院，都有专家为我
们提供技术服务，四川省农机研究院还
为我们提供了专用农机研发、改良等技
术支持。”罗通健介绍，通过多年摸索，他
们总结出多套适合川东北自然环境的育
苗、壮苗经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川东
北蔬菜育苗中心，每年要培育30多个蔬
菜品种，“春提前、秋延后”等生产技术更
加成熟。

茄子长季栽培、黄瓜双断根嫁接、番
茄套管嫁接、潮汐式漂浮育苗……罗通健
在蔬菜种植领域深耕30年，现已攻克多项
技术难关，有了自己的“科技与狠活”，成
为远近闻名的“蔬菜博士”。他创办的通
健家庭农场，成为“家庭农场省级示范农
场”，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授权1项。

2018年以来，在掌握技术的基础上，
罗通健筹资新建1座100吨的蔬菜保鲜储
藏库，实现蔬菜全年有序上市无断档。
如今，合作社成员达到151户，基地面积
超过1000亩，年产时鲜蔬菜4000多吨，
蔬菜净产值达600余万元。

“只有把我们创新创业的成功经验，
无私地、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广大菜农，我
的人生才有价值。”近年来，罗通健与大堰
镇多个行政村的村集体合作，探索建立利
益共享的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以较高价
格租借村集体土地，让村民就近务工获报
酬、参与种植学技术，让种植户通过“入干
股”的方式，享受年底“集体分红”。

罗通健说，他这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那就是种菜、种好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业

罗通健察看嫁接茄苗健康状况。受访者供图

深耕田园30年，“蔬菜博士”书写“逆旅人生”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种菜、种好菜
守初心 强“四力”助发展

在手机一键下单，自动驾驶
的出租车搭载客人向目的地

行驶；路遇红灯，智能公交车自动研判
停下；遭遇堵车，汽车根据分析信息推
荐最佳行驶路线……

展望未来，这些颠覆性的智能网
联应用场景将陆续在成都市锦江区实
现。近日，成都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
一体化”产业发展大会暨中国联通（成
都）车辆智能网联研究院揭牌仪式在
锦江区举行。作为中国联通在西南设
立的首家车辆智能网联研究院，此举
意味着锦江区智能网联产业发展迎来
又一里程碑。

从跟跑到领跑，锦江，这片智能网
联产业的新蓝海，正以五大优势为引领
全面发力，向着智能网联产业的未来高
地阔步前行。

11月27日，成都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产业发展大会暨中国联通（成都）
车辆智能网联研究院揭牌仪式在成都市锦江区举行。 图据锦江融媒

锦江区智能网联跑出“加速度”
科技创新蓄动能

开展四大行动
打造车路云一体化“锦江模式”

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支撑，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
的核心要素，如何因地制宜发展出具
有锦江特色的新质生产力？当前，锦
江区正以智能网联产业发展为核心，
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
融合。

根据目标，到2025年，锦江区将
实现智能网联产业聚集初具规模，科
技创新与产品孵化能力显著提升；到
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各种
道路类型全覆盖，优质应用场景实现
可持续商业化闭环；到2030年，锦江
区全面建成车路云一体化“锦江模
式”，成为国内一流的智能网联产业
创新高地。

围绕《锦江区智能网联产业发展
规划》《车路云一体化三年行动计
划》，锦江区将实施核心技术攻关、基
础设施构建、规模场景应用、运行监
管提升四大核心行动，并通过一系列
举措助力智能网联产业高质量发展。

发挥龙头引领作用，锦江区依托
央企资源，拉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
同，吸引更多相关企业落户锦江，并
同步推出一批城市机会清单，涵盖

“智慧的路”“聪明的车”“综合的站”
“强大的云”等多方面，预计总投资
超5亿元，帮助资本、企业、人才与城
市机会实现快速对接，共享产业发
展机遇，加速锦江区智能网联产业
发展壮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田怡

据了解，这是中国联通在西部地区设
立的首个车辆智能网联研究院，旨在深化
智能网联前沿技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等
方面的合作，打造“车路云一体化”规模应
用的示范标杆项目。

在现场，锦江区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等24家智能网联行业知名企业及科研
机构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随着一批批知

名企业及科研机构签约落地，锦江区智能
网联产业生态已基本形成，在全国智能网
联产业中的战略优势正日益凸显。

此外，锦江区还将深度链接龙泉驿汽
车城，以及中国三大商圈之一的“春熙路

商圈”，构建“研发在白鹭湾、制造在龙泉
驿、展销在春熙路”的城市发展格局。

“企业与锦江区签约合作，正是看中
了春熙路商圈巨大的流量效应。”一家企
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各类智能网联汽
车企业争相在春熙路商圈开设线下门店，
对企业形象、品牌知名度等会产生巨大增
幅作用。

西南首家
联通车辆智能网联研究院落户

发展智能网联产业，锦江区有何优
势？当前，锦江区正以其独特的五大优
势，成为智能网联产业发展的沃土。

在办公环境上，根据企业需求，锦江
区定制化打造了10万平方米的“智能网
联大厦”，不仅为入住企业提供中心城区

“公园里上班”的独特生态办公环境，还让
企业实现“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便捷产
业链对接。

在硬件设施上，作为“车路云一体化”
试点的锦江大道，即将成为智能网联产业

测试的“黄金大道”。锦江区与蜀道集团携
手，逐步拓展全域路权开放，打造六类路况
的全能测试平台。这一平台如同智能网联
行业的“试验田”，将会成为智能网联行业
广大研发机构优质的合作选择。

在开放合作上，锦江区携手中国联通
设立智能网联研究院，通过运营商构建产
业生态的方式，逐步推动成都市智能网联

产业合作共赢的“窗口”越开越大。活动现
场还发布了低速无人车路权开放指导文件
及“车路云一体化”十大应用场景，不仅明
确了低速无人车上路的申请条件及流程，
更将智能网联行业最前沿的技术具象化
为一个个生动的应用场景。

同时，锦江区还联合四川省产业投资
引导基金等战略合伙人打造千亿基金矩
阵，总规模10亿元的白鹭湾科创股权基
金将为智能网联等领域的创新项目提供
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五大优势
打造智能网联产业发展沃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