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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宗

做一粒扎根泥土的“种子”

双脚不沾满泥土，不会知道土地有多金贵；不用汗水浇灌泥

土，不会知道作物如何生长。半年多的科技特派员生涯，让我对

农业、农村有了新的理解：科技人员要做扎根土地的种子，科技

能实实在在为农民增收服务。

王建宗查看芋头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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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宗（中）实地进行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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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粒扎根泥土的“种子”

按理说，我在集美区农业农村局已工作 8 年多，也算个“老

农业”了，但是在 2019 年 11 月被任命为驻灌口镇科技特派员后，

我才真正感到走进了农村、走近了农民，才深刻地体会到解决好

科研和生产“两张皮”问题的重要性。

仙景芋是田头村的重要农业产业，栽培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

在周边颇有名气。但近年来，种植户普遍反映病虫害增多，管理

难度和种植成本增加，甚至有不少人因失去信心不再种植。

一开始，我以为是村民不懂技术、不善管理，就摩拳擦掌，

打算“大展身手”。但实地走访后，我却成了“霜打的茄子”。

因为我看到很多农户在经年累月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种植

经验，有病害了怎么治，有虫害了怎么防，他们有自己管用的办

法，我反而没了“用武之地”。我能够为农户们做些什么呢？我

一度很苦恼，不知从何下手。

“没挖出来，你不会知道芋头长什么样、有没有被虫咬，

但该浇的水、该施的肥我们一样都不能少。”村民老高已经种了

20 多年的仙景芋，对芋头很有感情。得知我想帮助仙景芋产业

发展后，他常鼓励我，帮我出主意。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我想，要解决群众的问题，我必须到

群众中去，到田间地头去！于是，我隔三岔五就到田里转，到种

植户家走访，一方面尽量用科学方法帮他们解决一些种植问题，

另一方面也加深自己对仙景芋种植的了解。

秋去冬来，要挖芋头了。那段时间，我往村里跑得更勤了，

东家看看果实，西家问问收成，尽量了解芋头的收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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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宗（左）向生物工程专家请教良种繁育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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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粒扎根泥土的“种子”

没想到，跑出了“意外之喜”。在老高家的院子里，我发现

一些小芋头放簸箕里晾，就习惯性地拿起一颗仔细端详。老高告

诉我，这是给明年留的种。我这才知道，仙景芋种植户都习惯保

留往年的芋苗作为种子。但是，自留种种植的芋头容易产生种质

退化、病虫害增多等问题，从而导致芋头品质、产量下降。难怪

田头村仙景芋病虫害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难对付，阻碍仙景芋产

业发展的“病根”应该就在芋苗上。

为了验证这一发现，我特地找来厦门医学院的生物工程专家

张亚楠老师为仙景芋“号脉”。张老师是厦门市中药生物工程重

点实验室负责人之一，对品种保良和良种繁育技术有着丰富的经

验和深厚的造诣。经与种植户座谈及实地察看，张老师认为仙景

芋病虫害增多的根本原因就是自留种种植。

找到了“病因”，就要精准“施药”。我认为通过实验室育

种批量生产脱毒的仙景芋种苗，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病害增多问

题；通过实验室繁育良种，还可以让仙景芋的品质越来越好。我

立即着手联系科研院所，并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资金和技术扶持。

在持续推动下，目前，田头村已与厦门医学院达成合作开展良种

繁育项目的意向，用于实验的芋头种子和试验田也已经选好，计

划用三年时间进行实验室育种和试验种植，我将以科技特派员的

身份全程参与。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项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奇

迹。”真正扎根泥土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习近平总书记这句话

的深意。科技不能仅是甘露，而应该转化为农民自身的技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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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们把良种繁育室建在田头村，并组织人才培训，将相关繁

育技术传授给村民，让每个村民都有科技傍身。

看着这一片充满希望的田野，我也暗下决心，即使不做科

技特派员了，在今后的工作中也要把自己化作一粒种子，深深

扎根在农村、农民当中，为推动农业现代化、产业化而努力“生

根发芽”。

口述：王建宗（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科技特派员）

整理：李松荣

供稿：厦门市集美区纪委监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