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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年间，杜立芝几乎没有自己
的“私人时间”，她每天探地头、钻大
棚、送技术，与群众打得火热。杜立
芝的农民朋友多得自己都数不清，
为了方便种植户咨询技术问题，她
的手机24小时开机，每年接听电话
7000 多个。群众遇到种植难题，只
要一个电话打过来，她随时解答，随
叫随到。

一天，杜立芝接到一个电话，对
方急切地说：“杜站长，俺是固河
镇黄园子村的黄延臣，你赶快来
给看看吧，不来俺就解钢丝、拆
大棚，不种了……”当初杜立
芝是高唐县农业技术站站长，
群 众 都 习 惯 称 她 为“ 杜 站
长”，即便她现在已担任县农
业局副局长，“杜站长”这个
称呼也依然被农民朋友沿用
至今。放下电话，杜立芝马
上意识到大棚里的蔬菜出现
严重问题了。她租了个摩的
直奔黄园子村。黄延臣正在他
家的大棚外等着，一脸焦急。进
棚一看，只见一棚西红柿全都打蔫
了。经过检查，杜立芝很快找出了
原因：由于大棚放风口被大风刮得
闭合了，导致棚内温度过高造成西
红柿打蔫。现场看诊、对症下药后，
这一棚西红柿很快恢复了生机。

2013年11月，一天清晨，正在吃
饭的杜立芝接到10公里外张桃村村
民龚建康打来的电话，说大棚里的
西红柿全烂了。“我马上过去，你别

着急，先把温差缩小。”杜立
芝放下碗筷，直奔大棚。像
这样的电话，杜立芝一天能
接二三十个，电话里解决不
了的，她就直接过去，每天
走路至少10公里，一年能穿

坏两双布鞋。
下车后，杜立芝深一脚浅

一脚地走在乡间小道上。由于
长年奔波，杜立芝患上了静脉
曲张和膝盖疼痛等疾病。随行
的人问：“腿没事吧？”杜立芝
说：“没事，能坚持走。”

经仔细诊断，原来是龚建
康没控制好室温，加上尿素使
用过量，导致西红柿腐烂。杜
立芝立马开出药方：“这是典型
的脐腐病，用大水压肥，上生物
菌肥，封冻之前，水浇大一点。”

“麦根发褐色，就是病。大
家一定要重视防病，不治的话
来年白穗多，就要减产，清明前
一个月一定要仔细喷一遍杀菌
药。”下乡后，杜立芝经常是在
村委会为村民讲授农技知识
后，又跟随村民到田地里实地

指导。
几乎每天，杜立芝都

会在电话、微信上接到
村民的咨询，她一一耐
心解答。杜立芝不仅
是技术顾问，很多农民
还把她当成亲人。清平
镇黑牢村菜农陈万周
2012 年投资七八万元

建了大棚，媳妇又刚生
了孩子，导致资金周转困

难，就找杜立芝帮忙协调银
行贷款。杜立芝担心贷款审

批时间长，他没钱花，就把刚
发的3000多元工资借给了他。

“只要村民有需要，我就到
村里来，咱能自己来，就不让村
民跑腿。他们很多人年纪大
了，出门不方便。”杜立芝说。

就这样，一亩又一亩，一
棚又一棚，一家又一家，杜立
芝不知道自己踩了多少田间
地头，不记得自己钻过多少大
棚，开过多少农技处方，甚至
记不清同一个村同一块地来
过多少次。但是，农民遇到技
术难题时那种痛苦、无助的表
情，她却记忆犹新。曾经有一
位农民兄弟因为大棚种植亏
损太多喝农药自杀；有的乡亲
因为不了解化肥农药等的用
量导致作物大面积减产，坐在
地上哭，这样的场景让杜立芝
难受了很长时间。她下定决
心，一定要用自己掌握的大棚
种植技术，尽全力帮乡亲们解
决农技难题，一定要扎根田间
地头，尽全力推广农业技术知
识，帮助农户种植一些产量高
的农作物和特色经济作物，不
让他们担太多风险。尤其是
像大棚种植和药材种植这种
高投入的项目，她更是手把手
地教，防止农户因技术操作不
当而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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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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