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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聊城
时代楷模”发布仪式
在市融媒体中心举
行，三届全国党代表、
高唐县农业农村局高
级农艺师杜立芝获授
首个“聊城时代楷模”
称号。

38年来，杜立芝
跑遍了高唐县600多
个自然村，采写了70
多本400多万字的农
技日记，组建起74人
的农业科技服务团
队，培养了 1000 多
位“土专家”“田秀
才”，为广大农户提
供先进的种植管理
技术50多项，不但守
护了老百姓的粮袋
子、菜篮子，更确保
了国家粮食安全。

身处伟大时代，
我们需要向榜样学
习，汲取奋进力量，以
更加强烈的使命担
当，把个人的奋斗融
入国家富强、民族复
兴、人民幸福的历史
进程，争做新时代伟
大征程中的搏击者、
实干者、圆梦者，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智慧和力量。从
今日起，本报推出“杜
立芝的黄土情”，介绍
杜立芝 38 年来扎根
农村、造福农民的感
人故事。敬请关注。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和劳累，让
许多通过上学跳出“农门”的学子都不
愿意再回到农村。但杜立芝从农校毕
业后，没有进机关入企业、脱离黄土地，
而是一心想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像父
母一样终日在黄土地上劳作的父老乡
亲做点事，为生育养育自己的家乡摆脱
贫困、走上富裕之路尽自己的星火之
力。就这样，跳出“农门”又入“农门”的
杜立芝，在高唐农业技术推广基层一
线，一扎根就是38年。

杜立芝姊妹5个，她排行老二。她
的求学阶段，正赶上风起云涌的改革开
放大潮的初期。从小学到初中，杜立芝
成绩一直都很优秀，是班里的尖子生。
杜立芝的父母都是农民，天天与黄土地
打交道。上高中时，懂事的杜立芝经常
跟着父母到地里干农活。看到一天就
能长高一大截的玉米，杜立芝很惊奇，
这种作物一天一个样，怎么长得这么
快？原理是什么？她很想一探究竟。
这样的问题，父母自然答不上来。源于
对农作物生长的好奇，杜立芝心中埋下
了要学习农技知识的种子。

有一件事，对年少的杜立芝刺激很
大。一天，父母回到家，满脸愁云地说，
自家的棉花一连10多天不见长，就跟粘
在了地上一样，这可怎么办！杜立芝听
后二话没说，立即跑到地里去看，可不
是嘛，自家的棉花比邻居家的矮了一
半。又过了七八天，棉花还是没长，好
像停在那里了。父母无计可施，天天皱
着眉头，杜立芝也忧心忡忡。那一年，
杜立芝家里两亩多棉田颗粒无收。要
知道，在那个年代，棉花这种经济作物
可是她家全部的收入来源，一年的开销
全指望这两亩多棉花的收成，她的父母
为此好几天都吃不下去饭。这也是杜
立芝第一次深切感受到，农作物的病害
给老百姓带来的伤害，简直是切肤之
痛。

毕业时，杜立芝报志愿选择了聊城
农校，专业是农学。颗粒无收的两亩多
棉田、父母忧愁的面容一直督促着她，

一定要把农作物的病害弄明白，再也不
能让父母遭这样的罪了。有的同学步
入校门后就成了放飞的鸟儿，仅在考试
前冲刺一下，而她仍像中学阶段那样，
如饥似渴地求学，坚持上早自习和晚自
习。老师讲到如何种植棉花时，她听得
格外用心。有次下了课，她向老师请教
问题，讲述了自家二亩多棉田的遭遇，
请老师分析一下原因。老师听她讲述
完，非常肯定地说：“你家的棉田是被人
打了矮壮素了，这种药喷到棉花上，就
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棉花停止生
长。”

杜立芝回家后将这件事告诉了父
母，父母想起那时确实和邻居发生了纠
纷，便向邻居询问矮壮素一事。对方脸
红脖子粗，支支吾吾地说：“我一时糊
涂，做了亏心事，不知道后果这么严重，
又不敢上门告诉你们，我给你们赔付
吧。”父母心里既生气又惋惜，惋惜自己
多半年的辛劳付诸东流，对邻居说：“这
事你做得太不对了。远亲不如近邻，咱
们遇到不痛快，可以再商量呀，怎么能
下黑手！你已经知道不对了，事已至
此，不用赔了，算了。”从此，两家的关系
反而更加密切了。

通过这件事，杜立芝愈发感受到农业
技术对农民的重要性，若不是有老师指
点，可能自家就得吃这个“哑巴亏”了。

毕业季到了，那时的中专生是统一
分配工作的。杜立芝的很多同学喜滋
滋地进了农校或农科院，被分配到乡镇
农技站的几个同学，便多少有些失落。
而杜立芝却拿着报到证，高高兴兴地去
了当时的高唐县姜店乡农技站。她的
一颗积聚已久渴望验证农技知识的心，
仿佛一下子找到了归宿。她感觉自己
有了用武之地。

她的第一块试验田是自家的棉花地。
她向父母提出想拿自家的地做试

验时，父母满口答应了。毕竟刚工作，
对作物进行技术指导时万一有个闪失，
对父老乡亲不好交代。

那一年正赶上棉铃虫暴发成灾，杜

立芝在自家的两亩多试验田里使用灯
光和杨树枝把诱杀成虫、适时捉虫、见
卵喷药，并针对虫卵摘心打杈。很快，
她的试验就有了成果，那年她家里的棉
花不仅没有减产，一亩地还比正常年份
增产50公斤籽棉。她的父母笑了。村
里人都来取经，她的父母说，这是小芝
用老师教的办法种出来的，这些办法还
真管用呢。杜立芝毫无保留地把棉花
种植技术传授给了乡亲们。第二年，杜
立芝所在的整个南街村的棉花收成在
全县居于榜首。

首战告捷，极大地增强了杜立芝的
信心。从此，她开始走进大田，走进她
钟情一生的黄土地。

（选自报告文学《情系农民党旗红：
离不开土地的杜立芝》主编：朱桂林
出版社：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个别地
方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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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立芝在人民大会堂前。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