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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田泽轩，1958 年出生于湖北省恩施县红土乡，恩施市七里坪街

道办事处农业技术服务站农技员。自 1980 年工作以来，他已为当

地农民服务了 40 余年。他推广种植杂交水稻，研究并推广鱼腥草

种植技术，助力农民增收，曾获恩施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记者手记R

■R 讲述·一辈子一件事

“田师傅！”

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

市七里坪街道办事处农业技术服务站，听

到这个称呼，一位身材瘦小、皮肤黝黑、身

背草帽的老人立刻应了一声。“喜欢大伙叫

我‘ 田 师 傅 ’，习 惯 了 ！”农 技 员 田 泽 轩 笑

着说。

对田泽轩来说，“田师傅”不仅是个亲切

的称呼，更是个干了 40 余年的职业。现

在，年过六旬的他每天仍忙忙碌碌：“我喜

欢在田里忙活，心里踏实。”

“农技员就是给庄稼
看病的医生，每天要和
庄稼待在一起”

1958 年，田泽轩出生在湖北省恩施县

红土乡，从小便跟着家人干农活。

“那时候农业技术落后，农业技术人

才缺乏，几个乡都不一定有一名农业技术

员 ，庄 稼 遇 到 病 虫 害 ，老 百 姓 只 能 干 着

急。”1977 年，初中毕业后在家种了几年地

的田泽轩考取了恩施农业学校（现恩施职

业技术学院），并选择粮食生产专业。“不

为 别 的 ，就 是 想 帮 农 民 种 好 地 。”田 泽

轩说。

当 年 ，与 田 泽 轩 一 起 入 学 的 只 有 40
人，在当时他们都算是紧缺的农业人才，

他 们 完 全 可 以 走 出 农 村 ，但 1980 年 1 月

毕 业 分 配 工 作 时 ，田 泽 轩 毫 不 犹 豫 地 主

动 申 请 回 到 红 土 乡 ，成 为 红 土 乡 农 业 技

术服务推广站的一名农技员。

“ 我 本 就 是 农 民 出 身 ，对 庄 稼 有 感

情。”田泽轩说。

当时，红土乡农业技术服务推广站只

有 3 个人，田泽轩是唯一一个受过专业训

练的农技员。刚一开始工作，田泽轩就遇

到了不少技术难题，他只好不断地自学，

在 书 本 中 找 不 到 答 案 的 ，就 去 田 里 请 教

“土专家”。

田泽轩不愿坐在办公室里等农民来给

庄稼问诊，而是每天一大早就去田里转悠，

主动帮每家每户查看庄稼生长情况。一发

现问题，他就立即告诉村民。时间久了，谁

家种什么、在哪里种、长势如何，田泽轩一

清二楚。

“有些病虫害发展很快，几天就可能导

致粮食减产甚至绝收，所以必须提前发现

并及时控制住。”田泽轩说，“农技员就是给

庄 稼 看 病 的 医 生 ，每 天 要 和 庄 稼 待 在 一

起。”只要庄稼生长有问题，田泽轩一眼就

能看出来，并开出“药方”。

然而，看护得再细心，庄稼长得再好，

一年到头，玉米亩产量不过 200 斤，水稻亩

产量不超过 400 斤。田泽轩心里明白，要

想提高产量，关键在种子。

“还是得种杂交稻，
如果减产了，我来负责”

自 上 世 纪 70 年 代 起 ，杂 交 水 稻 开 始

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推广种植，而在武陵

山 深 处 ，红 土 乡 还 在 种 植 常 规 品 种 的 水

稻。“当时，红土乡每天只有一班公共汽车

去市里，早上出发，下午才能到，办事基本

上要提前一天出发。所以，当地的村民很

少 出 门 ，对 外 界 的 信 息 了 解 不 多 。”田 泽

轩说。

有一次，田泽轩兴高采烈地将杂交水

稻的种子从山外带回来，有村民当即给他

泼了一盆冷水：“不种！万一减产了怎么

办？”田泽轩背着水稻种子，揣着合同，挨家

挨户去劝说：“还是得种杂交稻，如果减产

了，我来负责。”田泽轩一次次登门沟通，终

于说动了一些农民。

春 播 时 ，田 泽 轩 在 田 里 指 导 农 民 管

水 源 、下 秧 苗 、做 灌 溉 ，就 像 呵 护 自 己 的

孩子一样。“其实我只是上学时学过一点

杂交水稻的种植知识，能不能种好，我心

里 也 没 底 。”田 泽 轩 说 ，只 要 有 水 稻 的 叶

片 枯 死 ，或 者 长 慢 了 一 些 ，他 都 会 寝 食

难安。

4 个多月后，看着自己推广的杂交水

稻粒大饱满，逐渐成熟，田泽轩和村民们的

心都放了下来。秋收时称算了一下：亩产

700 斤！田泽轩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此后，红土乡种植水稻的产量越来越高，最

终亩产超过了 1000 斤。

1995 年 6 月，田泽轩被调往恩施七里

坪工作，红土乡的村民知道后，有的跑到田

泽轩家中，有的跑到农业技术服务站，和他

告别，为他送行。“我已经有 20 多年没回过

红土乡了，有时候遇到红土乡的农民，他们

还认识我。”田泽轩说。

“种地无小事，我还
是要自己去看一看”

在七里坪街道，田泽轩一有时间，还是老

往田里跑。当地农民和他熟悉了，什么心里话

都对他说：“我们的肚子是吃饱了，可荷包里还

是空的，田师傅有没有什么办法？”田泽轩被

问住了，认真思考后，他决定帮农民找出路。

2006年，田泽轩多方了解市场行情，准

备带领农民发展多样种植。他利用空闲时

间自学果蔬栽培技术，只要有相关培训，就

报名参加。几年下来，田泽轩又学会了果

蔬种植。田泽轩经常背个草帽，带上剪刀，

跑到村民的果园里，指导他们剪枝、施肥，

一忙就是一整天。每到夏季，七里坪街道

总会瓜果飘香，直接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

有一段时间，田泽轩在农贸市场发现，

鱼腥草卖得很好，而且价格能达到 6 到 7 元

一斤。“我们这边很多山里都长着鱼腥草，

只是产量不高。如果能掌握人工栽培技

术，大家的收入还能再提高一些。”田泽轩

上山挖了一些鱼腥草的根茎回来，在试验

田里一遍遍试验。解决好密度和白绢病的

问题后，他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就去向农民

推广鱼腥草种植技术。“后来，我们种植的

鱼腥草年亩产达 5000 斤，推广了 2000 多

亩，一年四季都可以挖，产量比山上长的高

出近 10 倍，一亩一年就能有 3 万元左右的

收入。”田泽轩说。

2018年，田泽轩正式退休。“在地里忙了

近 40年，退休后还真不习惯。”他申请返聘回

站里工作，“我是一名党员，只要还能跑得

动，就应该继续为农民服务。”

如今，当地农民也养成了一种习惯，有

困难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田泽轩。无论多

忙、多晚，田泽轩都有求必应，立刻赶往田

间查看情况。农忙时节，他的电话更是成

了农业热线。徒弟关心他说：“师傅，有些

事情教给我们去做吧，您就歇一歇。”田泽

轩总是严肃地说：“种地无小事，我还是要

自己去看一看。”

为农民服务40余年的湖北恩施七里坪街道办农技员田泽轩——

“喜欢大伙叫我‘田师傅’”
本报记者 吴 君

田泽轩吃过早饭后，总是习惯带上一

把 剪 刀 出 门 ，直 接 往 田 地 里 走 。 路 过 果

园，遇到需要修枝剪叶的果树，他一定要

上手修剪好后才离开。在当地，只要是种

地的农民，基本上都知道农技服务站有个

“田师傅”；只要种地遇到困难，不论大小，

找“田师傅”准没错。

来 自 农 民 家 庭 ，学 成 后 为 当 地 农 民

服务，田泽轩一生努力，只为让地里的庄

稼 和 园 子 里 的 果 蔬 产 量 更 高 一 些 ，让 农

民 的 生 活 过 得 更 好 一 些 。 与 农 业 打 交

道 ，常 常 是 清 苦 的 ，需 要 默 默 付 出 ，一 分

耕 耘 才 会 有 一 分 收 获 ，没 有 对 乡 亲 们 的

深 厚 情 谊 ，很 难 坚 持 下 去 。 田 泽 轩 不 仅

做 到 了 ，而 且 乐 此 不 疲 。 田 泽 轩 不 善 于

表达，更多的是落在行动上。正因如此，

乡亲们才更加认可和信赖这位无处不在

的“田师傅”。

做值得农民信赖的人

上图：田泽轩在为果树修剪

枝叶。 本报记者 吴 君摄

左图：田泽轩（右二）在查看

农作物生长情况。

受访者供图

“ 高 高 的 山 上 哎 ，嗨 哟 一 群 羊

……”哼着陇州小调，抱着大捆干草，

41 岁的朱亚娟手脚轻快地在养殖场

里忙活着。

在陕西省宝鸡市陇县城关镇，朱

亚娟和丈夫经营着一家奶山羊养殖

场。“正打理‘保姆房’哩！”朱亚娟撩开

“保姆房”的棉门帘，电暖气、保育箱等

设备已经就位，“今年这里至少能住进

300 只羊羔。”

2018 年 ，建 起 第 一 栋 羊 舍 ；2019
年，1 栋变 3 栋；2020 年起，陆续添置羊

床垫、恒温水箱、撒料车、直冷式储奶

罐……这些年，朱亚娟养殖的奶山羊

从最初的 42 只增加到现在的 224 只，

“县畜产局对养殖大户做调研、问需

求、教技术、给补贴。去年我家收入

20 多万元。”

地处关山东麓的陇县，拥有广阔

的 天 然 林 区 和 草 场 ，森 林 覆 盖 率

60%。陇县有养殖奶山羊的传统，但

长 期 以 来 规 模 小 、产 值 低 。 2014 年

起，陇县通过补链、延链、壮链，将奶山

羊产业打造成富民产业。“如今，全县

建成规模羊场 216 个，规模化养殖率

达 60%。”陇县畜产局局长闫柏平说。

“以前到处打零工，如今家门口就

有活儿干，一个月工资 2000 多元。”62 岁的张家山村村民任正

儒，在村集体的奶山羊养殖场做饲养员，怎么精准配料、查疫

病，说起来头头是道。“每天挤出的鲜羊奶，企业按协议价收

购，每公斤政府补贴 1 元。”张家山村党支部书记张立虎介绍。

据了解，近 3 年，陇县 23 个村建成村集体羊场 30 座，每座

年收入 60 万元以上。陇县每年整合约 1.6 亿元资金，补贴规

模建场、分户扩群和鲜奶收购等；组建县镇村三级技术服务

队，提供人才技术保障等。

截至目前，陇县奶山羊存栏达 57.3 万只，2023 年产值达

75.2 亿元，已形成涵盖养殖、饲草种植、有机肥生产、乳制品加

工等多元业态的奶山羊全产业链，全县 3.9 万人从事奶山羊养

殖工作。“我们将进一步做大奶山羊存栏规模，加强科技创新，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闫柏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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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行 看振兴

本版责编：张彦春 康 岩 刘涓溪

■守望R

一辆四面透风、行驶里程超过 40
万公里的国产面包车，一身价格不足

百元的工作服，一握手手上老茧硌人

……很难相信，眼前这个衣着朴素的

人，就是鲁迅美术学院（以下简称“鲁

美”）人文学院教授陆国斌（见上图，新

华社记者杨青摄）。

课 余 奔 波 在 乡 村 田 野 间 义 务 绘

制墙画，老乡们称他“画墙教授”；数

十 年 如 一 日 做 好 事 ，把 温 暖 带 给 更

多人……

先后资助经济困难
学生 400多名

早上不到 7 点，陆国斌的面包车

准时停在鲁美附近一家面包店门口。

打个招呼后，店主给他递过来一篮新

鲜出炉的面包。

7 点 45 分，陆国斌准时到达教室，

把面包摆上讲台。同学们三三两两，

陆续走进教室，一边向陆国斌问好，一

边拿上一个面包。

鲁美绘画艺术学院 2020 级学生

孔元魁说：“只要是陆老师的课，教室

里始终弥漫着面包的香甜，大家都说，

这是幸福的味道。”这件事，陆国斌坚

持了 38 年。“我老家在辽宁锦州农村，小时候饿肚子是常事，当年

骑自行车到市里参加艺考，因为没钱吃饭，差点晕倒在考场上。”年

少时的经历，陆国斌至今历历在目。

陆国斌对学生的关爱，不止于一篮面包。来自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农村的韩成惠，本科和硕士均就读于鲁美，即将在国外

一所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如果没有陆老师的资助和专业上的悉心

指导，我无法读到博士。”

“美术专业开销相对多一些，陆老师经常自掏腰包，为家庭

困难的学生交实习费、写生费，甚至出资帮助我们办画展。”韩

成惠说。据不完全统计，陆国斌资助过的经济困难学生达 400
多名。

生活中像慈父，学业上却是严师。“陆老师的课程，原本学校规

定，每个专业每学期上满 32 学时即可，但陆老师担心学生们基础

打得不牢，会上到 45 个学时以上。”陆国斌的学生、鲁美绘画艺术

学院院长张昊说，陆国斌还是第一个将思政内容引入专业课堂的

鲁美教师，“陆老师的课程，在不少学生心中播下了一颗艺术为人

民服务的种子。”

2021 年，本该退休的陆国斌被学校延聘。“只要学校和学生们

需要，我就会一直在讲台上讲下去。”陆国斌说。

义务绘制墙画超过 12万平方米

2014 年，一个偶然机会，老家锦州的同志找到陆国斌，希望他

能为村里绘制几面文化墙。“我就把画画在美丽乡村的墙壁上。”略

加思索后，陆国斌答应下来，他就一个条件——不收任何报酬。

在锦州义县张家堡镇宝林村，陆国斌和学生在前期调研的基

础上，历时 3 个月，通过画笔让当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产业特

色跃然墙上。“多亏了陆教授，让我们村变了模样，吸引了不少游

客。”宝林村党支部书记周立群说。

从那之后，凭借一支画笔，陆国斌在艺术助力美丽乡村建设的

道路上走得愈加笃定。

打底稿，勾勒图形，填充上色……每一个环节，陆国斌都精益

求精。“这些都不难，难的是准备墙面。”鲁美绘画艺术学院 2021 级

学生刘明添说，很多村子墙底只有石头和砖，需要重新平整、刷漆

后才能作画，“施工队高价都不愿意接的活儿，陆老师带着我们连

熬几个通宵，硬是干下来了。”

在一个个村庄，陆国斌和学生们站在铁架上作画时，总会引来

村民围观：“大学教授给咱们画画，而且一点架子也没有！”

每到一地，陆国斌和学生们总是先调研，再动笔，提炼出鲜明

的“文化符号”。在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陆国斌带领学生为永陵

镇五道堡村义务设计了民俗文化广场，通过装置艺术，将废旧拖拉

机镶嵌到砖墙里。粗略统计，9 年多来，陆国斌团队已在辽宁的 80
多个乡村义务绘制墙画超过 12 万平方米。

2023 年 11 月，经过陆国斌的画笔勾勒，本溪市平山区桥头镇

河东村一面面斑驳的旧墙体，变成了一幅幅描绘乡村全面振兴的

图画。“有村民问我，画这些画是不是要花很多钱，我说这是陆教授

义务画的。”河东村党总支书记冯红大说。

供养照顾孤寡、病弱老人近百人

陆国斌 1961 年出生于辽西农村。母亲的言传身教，在陆国斌

心里播下了一颗向上、向善的种子。

在沈阳陆国斌画室的二楼，记者见到年逾七旬的张立平和戴

宝岐夫妇。张立平来自锦州，多年前跟陆国斌认识，身患重病后，

由于儿女不在身边，每次来沈阳看病都向陆国斌求助。“这么多年，

国斌忙前跑后，接送我们去医院，还把我们安顿下来照顾，就算是

亲人也很难做到这个份上。”两位老人动情地说。

“遇上了咋能不帮一把？”就这样，不论是带领学生四处考察写

生，还是奔波各地绘制墙画，陆国斌一路走一路帮，很多老人成了

他的“亲人”。在陆国斌的老家义县九道岭镇庙尔沟村，一个院子

里住着 10 多位孤寡老人，他们的生活起居由陆国斌请人照料。这

些年来，陆国斌供养、照顾的孤寡、病弱老人近百人。其中，供养时

间超过 20 年的老人达 11 位。

为了供养老人，陆国斌现在不仅没有什么存款，反倒背上了

20 多万元欠债。“照顾老人，下乡画画，他花起钱来从不觉得心疼，

可是自己却很节俭。”陆国斌的妻子王冬楠说，“衣服再旧也不舍得

扔，吃饭也很简单。”

陆国斌身体力行，影响带动了一大批人走上公益之路。2017
年，陆国斌学雷锋志愿服务团队挂牌，截至目前，成员已经发展到

7700 多人。2023 年 12 月，陆国斌被辽宁省委宣传部授予辽宁“时

代楷模”称号。获得荣誉后，陆国斌仍穿着那件普通的工作服，在

温暖他人的道路上忙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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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成都 1 月 17 日电 （记 者

王明峰）记者 17 日从中国石化西南

石 油 局 有 限 公 司 获 悉 ：位 于 四 川 盆

地 的 合 兴 场 气 田 1330.12 亿 立 方 米

探明地质储量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

组 审 定 ，标 志 着 我 国 一 个 新 的 超 深

层 、整 装 致 密 砂 岩 千 亿 方 大 气 田

诞生。

据了解，合兴场气田位于四川省

德阳市和绵阳市，此次提交的探明地

质储量主要位于须家河组，埋深 4500
米至 5500 米。目前，西南石油局在

该区实施新井 21 口，平均单井日产

气 15.5 万立方米，新建天然气产能 18
亿立方米，有效支撑了本次探明储量

的提交。

四川盆地再添千亿方大气田

近年来，湖南省桑植县着力构建“四邻一体”基层治理体系，打造睦邻工作室和邻情议事坊，形成了邻里守望、互助互

爱的和谐氛围。截至目前共汇总群众意见 5804 条、解决 5721 件。图为洪家关白族乡洪家关村村民代表在为群众解答

村务监督评议相关问题。 吴不为 胡 苏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