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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立芝操心自己家里的事不
多，可对群众的事却很上心。赵寨子
镇蒋官屯村的李曰忠说：“俺和杜站长

有十几年的交往。杜站长不
仅技术好，脾气也好，简直

成了俺的家庭顾问，孩子
考学填志愿让她参谋，

家里闹矛盾让她调
解，遇上烦心事

也愿意和她唠
叨唠叨。”

农民对她从心里感到亲切，然
而也有些不解，就问她：“你经常风
里来雨里去地到俺乡下来，给俺白
帮忙，图啥呀？”是啊，图啥呀？谁不
愿意坐在冬暖夏凉的办公室里，谁
不愿意享清闲？下乡来，苦点累点
没啥，耗费精力也没啥，可还要自己
搭车票，图啥呀？

面对别人的不解，杜立芝是这么
回答的：“我出身于农民家庭，婆家也
是农民，我和农民有感情。我最高兴
的事就是到田间地头解决老百姓的
困难，我想把时间都用在工作上，用
在别处太可惜了。我把学到的知识
和技能献给像我父母一样的庄户人

家，为他们做点实事，心里踏实。”
高唐县农业局几任局

长都很重视农技指导。“下
乡指导虽是考核软指

标，可不下去，遭殃
的是老百姓，老

百姓在庄稼病
虫 害 面 前

只 能 眼
睁睁

地看着苗瞎了、减收了、绝产了。真
不下去，老百姓怨技术员是小事，他
们还会埋怨政府。”杜立芝常对身边
的技术员说，“看着老百姓心急的样
子，听到恳切的求助，我们还能坐得
住吗？老百姓在我们心里有多重，我
们在老百姓心里就有多重。”

杜立芝虽担任高唐县农业局副
局长职务多年，但熟悉她的种植户
都知道，她有“三多”与“三少”：技术
经验多、下乡入户多、农民朋友多，
架子套话少、休息时间少、报销补贴
少。多年的田间地头路，杜立芝没
要求过一次加班费、下乡补贴，没申
请过劳保待遇，下村都是骑自行车
或摩托车，着急就自己租个摩的。
2010 年春，局里争取了上级一个科
技直通车项目，局党组特意为她配
备了一辆面包车，这让杜立芝为农
民提供技术服务更方便了。

接地气的杜立芝早已被广大种
植户视为“家人”。“有问题，找杜站
长。”已成为他们解决种植难题的首
选，而他们表达感谢的方式则是经常
往杜立芝的办公室送蔬菜。“也没别
的，杜站长帮俺种菜，俺种出的第一
筐菜得给她尝尝鲜。”尹集镇唐洼村

村民王建强感激地说。
2002年的一天，杜
立芝收到一份特

殊的礼物，

是尹集镇王花园村的大棚户王振广
送来的 8 个刻着“祝杜站长天天快
乐”字样的红南瓜。字是2个月前南
瓜刚挂果时王振广刻上的。

王振广2001年建了2个冬暖式
黄瓜大棚，不懂技术的他几乎天天
给杜立芝打电话，请她过去指导选
种、育苗、嫁接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这一年，王振广收入2万多元。为了
表达对杜立芝的感激，思来想去，他
想出了这样一种颇具意义的方式。
杜立芝不舍得吃这些南瓜，就像收藏
宝贝似的把南瓜保存起来。她觉得，
满满的两箱子荣誉证书都不及这些
南瓜，这是对自己的最高奖赏。看到
它们，就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儿。最后
这些南瓜慢慢烂掉了，但那行字却一
直深深地印在她的心里。

2009 年春天，一位大棚户在给
她打电话问技术时，听出她的声音
有些异样，多方打听才得知她生病
住院了。医院里一下子来了30多位
大棚种植户，他们提着大棚里新采
摘的蔬菜、水果，一路打听着找到病
房。住院那几天，病房里来看望她
的群众总是满满的。群众话语不
多，可杜立芝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到
了老朋友般的疼惜和祝福。在病友
羡慕的眼神中，杜立芝感受到了一
位农业科技工作者的骄傲与自豪！

从普通农业技术员到蔬菜站站
长、农技站站长，再到高唐县农业局
副局长、高唐县农业农村局主任科
员，职位虽然变了，但杜立芝对乡亲

们的感情、对庄稼的感情、对土
地的感情始终不变，她说：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
就会装满多少对农民

的真情。”

8个刻字的南瓜

接 待
完一位拿着生
病了的玉米秧苗
来工作室“问诊”
的农户，杜立芝把
水杯灌满，准备进
村“出诊”。正值
夏季各种作物的
生长旺盛期，除
了杜立芝本人，
她的手机也格外

“忙”，一路上响个
不停。“杜站长，俺
大棚里的西红柿

有点蔫，您啥时候能给看看？”“杜站
长，俺种的西瓜有死棵了，怎么解
决？”……杜立芝都耐心地给出解决
方案，并约好了现场查看的时间。

车行至汇鑫街道沙窝刘村村头，
远远地，一位瓜农已经站在地头上，
望眼欲穿。杜立芝一下车，瓜农便着
急地迎了上来：“瓜叶边儿上发黄，也
不知道咋回事儿。”瓜农目光焦灼，眉
头拧成一团。蹲在地头凝神看了一
会儿，杜立芝有了答案：“连续阴天并
且地里湿度大的时候，就会得这个
病。”给农作物“看病”“诊断”时的杜
立芝，像极了深谙“望、闻、问、切”之
道的老中医。

疑惑解开了，瓜农长舒一口气，
脸上有了笑意。在农民看来，杜立芝
是帮他们发家致富的“科技通”，又是
可依靠的贴心人。“有问题，找杜站

长。”这是高唐农民几十

年来形
成 的 一 种 习
惯，也是杜立芝的电
话成“热线”的原因。接到

“求援”电话，她都会尽快响应。
“杜站长三天两头就来大棚里，

有了问题可以随时给她打电话。”高
唐县尹集镇后刘庄村村民孟祥军看
见自家的3亩半韭菜有些发黄，赶紧
给“杜站长”打了电话，杜立芝二话没
说就赶到他的韭菜地。

“高唐农民没有不认识她的，没
有不知道‘杜立芝热线’的，没有打了

‘杜立芝热线’不起作用的。”尹集镇
唐洼村菜农王建强说出了高唐农民
的心里话。“可不敢这么说，不过我不
敢换手机号是真的。怕换了号，农民
朋友找不着我。”杜立芝笑着回答。

高唐县农业局原有一个技术热
线：12316，因为电话大多是找杜立芝
的，后来局党组干脆把热线电话改名
为“杜立芝热线”。其实何止这一部
热线，就连杜立芝的手机和家庭电话
都成了问技热线。一年下来，她光电
话就要接7000多个。前两年，手机
有备用电池，她特意买了2块备用，
一块随身带，一块在家里充电。

有些群众就想和她说上几句话，
种菜心里才有底。不管群众多早、多
晚打来电话，她都笑语相迎。需要到

现 场 的 ，
她会马上赶
过去，现场指导或
者搞培训班、办讲座。
一个星期她最少有四
五天的时间在外面跑，每到
一个村，杜立芝总会陷入群众的

“包围圈”。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问这问那。杜立芝有问必答，同
时也用大伙儿能听得懂的语言，深入
浅出地向大家传授小麦施肥技术、病
虫害防治等“小妙招”。

不接电话时，杜立芝也丝毫不得
闲。几十个微信群，“嘀嘀嘀”地响个
不停。一到施肥、下种、长苗和防治
病虫害的关键期，每天在群里答疑解
惑，也是她的重要任务之一。

无论是接听电话还是微信答疑，
杜立芝丝毫不敢怠慢。在杜立芝眼
里，地里的事、棚里的事是比一切都
重要的事情，因为农事不能误、农时
不等人，也因为那“关系着农民的饭
碗和钱包”。

不
敢
换
手
机
号

和村民交流和村民交流

把脉小麦生长把脉小麦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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