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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化雨 承载希望
——探寻现代文明下的雨水节气

■ 贾新伟

前 言

乍暖还寒时，春风暖人
心。

2月19日，恰逢周末，
6时34分，今年的第2个节
气——雨水，与美丽的江
北水城再度相逢。

雨水节气的来临，标志
着降雨开始、雨量渐增，田
地里的农作物也在等着这
“贵如油”的春雨……

春风至，微雨起，载希
望，润众生。年轮斑驳，暗
香浮动，二十四节气，在起
承转合中，不但滋润着万物
大众，也见证着人世间的沧
桑与进步。

“今 年 闰 二 月 ，但 不 管 是 否
闰 月 ，我们育苗 ，就是盯着节气
来……”

雨水节气当天，在莘县燕店镇禾
佳种苗基地，总经理窦占斌的这一番
话，是他多年来从事种苗事业的心
得，也引起笔者对二十四节气的兴
趣，不由得查阅起来。

两河明珠，大美聊城，黄河河畔，
农耕生活代代传。《夏小正》，相传为中
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记录农事的历书，通
过此书，可领略一番先秦时黄河流域农
业的发展水平。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载：“且东风既
解冻，则散而为雨矣。”雨水和谷雨、小满、
小雪、大雪等节气一样，都是反映降水现象
的节气，是古代农耕文化对于节令的反应。

循着古籍，视野逐渐开阔起来。绵延千
载的光阴故事，仍未了，今人续。2016年11
月30日，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二十四
节气，成为世界级“非遗”。

犹记得，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二十
四节气变身为倒计时器，从“雨水”开始，到“立
春”结束，与古诗词、古谚语以及充满生机的当代
中国影像，融为一体，以全新的表达方式，惊艳全
球。

沿用数千年的二十四节气，带着满满的生活气
息，早已与我们融为一体……

起——

东风徐徐，荡漾民族自信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
无……”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
绦……”

早春的莘县实验小学里，书声琅
琅，翰墨飘香。迎春的气息，在孩子们
的剪纸作品、手工画、手抄报里散发开
来。“在这些诗词里，我听到了春天的脚
步。”学生李沐霏说。

微风轻拂面，细雨如绢丝。二十四
节气，正慢慢打开孩子们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门窗。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
项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

莘县城西，西环路北首，百利种苗
有限公司办公楼内的这句标语，一直默
默影响着80后青年李健、张成兵。

二人是大学同学，学的都是农业类
专业，于 2019 年共同创业，接管了该公
司。他们带来的，不仅是青春与激情，
还有科学的种植与管理技术。

在该公司一座种植大棚内，温暖如
春。西红柿、辣椒、茄子的种苗郁郁葱
葱。“我们这儿共有46个拱棚，其中2个
是暖棚，在冬季使用。”公司工作人员田
章强边托起一个装有72株种苗的穴盘，
边介绍，这样一个大棚，有 1000 多平方
米，能培育 10 万株种苗，纯利润在 10%
左右。

冬季育苗，离不开传统节气和科学
管理。“二十四节气准确反应了自然节
律的变化，蕴含着悠久的文化内涵和历
史积淀，很大程度上帮助我指导农事活
动。”该公司总经理李健感慨道。

承——

传统文化，温润现代生活

“立春到雨水之间这段时间，是甜
瓜苗生长的最佳时间，有一个好的生长
环境，苗全、苗壮、抗病能力强，才能卖
个好价钱。”禾佳种苗有限公司总经理
窦占斌说，其实，现代农业特别是设施
农业，与二十四节气也息息相关。

据莘县农业农村局种业发展科工
作人员王斌介绍，如今，该县有100多家
规模较大的种苗公司，年产 20 亿株种
苗，除了能够满足本地需求外，还销往
济宁、德州、安阳、濮阳等周边地市。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节
气中蕴含的智慧，不断以新的形式与面

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与劳作。
2月19日上午10时，百利种苗公司的

暖棚内，几位五六十岁的妇女正在仔细
“收拾”着菜苗。她们是附近村子的村民，
经常在大棚里忙活，“我们按小时计工资，
一小时12块钱，一天能挣百十块钱，也不
耽误接送孩子上学放学。以前一到冬天，
也没啥事干，现在还挺忙乎的……”

大棚内，阀门一开，定时定量浇灌，
根据需要随时调节棚温。如今，育苗的
浇灌、施肥、温度等，在遵循二十四节气
等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在现代科技的支
撑下，已逐渐突破自然资源环境的束缚。

转——

古老智慧，不负现代农业

春天，离不开水的滋润，农田里
经 历 过 漫 长 冬 天 的 麦 苗 ，也 是 如
此。

“雨水节气过后，天气逐渐回暖，像
咱们这里，气温稳定在3℃的时候，就可
以浇返青水了。”莘县农业农村局种业
服务中心主任郝宽亮说。

初春时节，雨水是生命萌发的关
键，一场来得恰如其时的雨，显得尤为
珍贵。在原来“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
时期，更是如此。

位于朝城镇程路口村的山东省农
作物品种区域试验站内，一排一排的喷
灌设施，“守护”着周围的麦苗。

“莘县是农业大县，是‘中国蔬菜第
一县’，玉米小麦种植面积170多万亩，
蔬菜常年种植面积达100万亩。”郝宽亮
介绍，“随着雨水节气的到来，小麦逐渐
返青。为了更好地保产保收，响应国家
节肥节水号召，我们在试验田里安装了
喷灌设施，既保证了小麦的健康生长，
也摆脱了单靠老天爷喜好赏饭吃的被
动状态……”

雨水浇灌庄稼，汗水浇灌幸福。二
十四节气里蕴含的先人智慧，在我市现
代农业的发展中，得以延伸升华，并开
出了一朵朵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科技相
融合的“智慧之花”。

合——

齐步时代，摇曳科技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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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县禾佳种苗基地
大棚内的甜瓜种苗郁郁
葱葱

莘县禾佳种苗基地的工作人员正在对种苗进行喷灌莘县禾佳种苗基地的工作人员正在对种苗进行喷灌

村民在家门口的种苗基地务工村民在家门口的种苗基地务工，，顾家顾家、、增收增收两不误两不误

冬小麦陆续返青冬小麦陆续返青，，长势喜人长势喜人

莘县试验田内安装了喷灌设施莘县试验田内安装了喷灌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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