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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永彬 谢崇志

今年暑假，广东省中铁五局深圳地
铁大运枢纽工地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
人，30多名来自四川、湖南、山西等地的
留守儿童来到了深圳地铁建筑工地，与
父母相聚。

筑路人常年过着两地分居的生
活,在大运枢纽工地，有位名叫李顺林
的农民工，车站的顺利封顶他功不可
没。他在 4 月曾说：“现在工地上每天
至少要完成 1000 立方米混凝土的浇
注，才能保证完成节点目标。”在工地
上，两台混凝土泵车轰鸣，绿色的输
送长臂舒展开来，混凝土在指定位置
喷涌而出，10 多名作业人员在他的带
领下密切配合，开始浇筑、振捣、摊
铺、抹平……

这样的情景日复一日，李顺林带领
农民工兄弟在这里浇注 7 万多立方米
的混凝土。这次，他的妻子带着儿女一
起来工地，站在已封顶的主体结构上，
这份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李顺林的女儿李佳慧说，“我平凡
的老爸真伟大，这次返校后一定要把
爸爸的故事带到学校里，和同学们一
起分享。”

对于项目总工程师岳琪迪来说，最
期待的日子莫过于寒暑假。他的爱人
是四川省巴中市的一名小学老师，每逢
寒暑假，妻子朱玲华都会带着孩子赶到
工地陪他。这些年，最让岳琪迪感动的
是，妻子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教书育
人，每次电话那边都是家里一切安好请
别挂念，一定要好好工作，她和孩子都
为他而骄傲。

大运枢纽作业五队担任技术主管
闵健，2019年来到大运枢纽后主动承担
起大运枢纽交通疏解工作。在此之前
他从未接触过交通疏解，来到大运之后
才进行接手，这让他手足无措，也让他
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艰苦。

项目交通疏解已进行 10 次，由于

项目人手不足，闵健认真吃透分管分
项工程的施工图纸，带领施工人员熟
悉交底书内容，了解分项工程的特
点、设计图纸和工艺及质量的要求。
工作虽然艰辛，但他从未想过放弃，
这次妻子竺方艳领着两个孩子来看
他，他第一时间就带她们去看他改造
的道路，妻儿满脸骄傲，儿子闵子昂
说，爸爸真伟大，是我心中的“超级
英雄”。

大运枢纽项目部测量队长陈析是
项目部测量工作的顶梁柱。在施工进
行的中期阶段，及时对控制网精度误
差进行估算，以掌握现有的控制网是
否符合车站施工要求，并及时调整、控
制方案，为大运枢纽站顺利施工奠定
了坚实基础。

陈析的妻子甘雪梅为了照顾他，
放弃了在老家的工作，这些年和孩子
一直陪着他。他说，“孩子马上要回家
上小学，这种一家人团聚的幸福时光
非常宝贵。”

“有爸妈的陪伴，这个假期真快乐、
充实、难忘，期待寒假早日到来！”陈析
的女儿说。

孩子们来工地来探亲，繁忙的工
地此刻显得格外温馨，亲情流淌在工
地的每一个角落，给这些常年奔波在
施工一线的员工带来了莫大的安慰和
快乐。

当前，正是项目部“百日大干”黄
金时期，又恰逢孩子们放暑假，7 月初，
项目部党工委就向员工家属发出了

“相聚幸福大运，共度最美暑假”的邀
请，请他们到工地探亲，也让孩子们亲
临现场，近距离体验父母的工作和深
圳的建设。

为了给孩子们提供舒适的生活环
境，项目部给每个家庭准备了单独的房
间；食堂师傅增加了多种菜品；还组织
全体家属孩子到附近的深圳海湾“玫瑰
海岸”旅游，返程时，统一派专车送机
场、高铁站。

建筑工地迎来特殊客人
——广东深圳举办夏令营为留守儿童搭建“亲情桥”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海玲

进入七八月份，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
朔北藏族乡代同庄村、城关镇下寺咀村、
黄家寨镇杨家寨村、景阳镇甘树湾村等地
种植的露地蔬菜全面上市，村民摘菜、装
车、运菜，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如何用有机肥替代化肥？如何走出
一条绿色高效的蔬菜产业路？如何在打
造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上展现
大通作为？近年来，大通县以绿色发展理
念为导向，在全县蔬菜生产中开展化肥农
药减量增效行动，逐步用有机肥替代化
肥，打造了一批绿色产品基地、有机产品
基地、知名品牌基地，提高了农产品质量，
增加了绿色有机农产品供给，有力提升了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据大通县蔬菜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张
广生介绍，目前，全县蔬菜种植面积 10.41
万亩（含复种），年产各类蔬菜 27.87万吨，
占全省蔬菜总产量的 17%。2009 年以来，
大通县通过直接招商、以商引商等多种方
式，引进 23 家农业企业和 5 家专业合作
社，以塔尔镇、新庄镇为核心，建成大通森
田、大通汇丰、大通正鑫等 28 家设施农业
园区，逐步形成了“政府支持引导、企业投
资经营、农民参与受益”的设施农业园区
化发展新模式。

菜有菜味 果有果香

走进塔尔镇塔尔湾村的蔬菜大棚，熟
透的西红柿在绿叶的衬托下显得格外鲜
艳，红彤彤的煞是喜人，很快这些带着露
珠的蔬菜就会被运往各地的市场。

这些大棚是由西宁市信用担保集团
经营管理的青海锦盛源生态农业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现代农业生产示范基地。公
司副总经理秦梅介绍，整个基地共有 161

个大棚，主要种植西红柿、茄子、辣椒、西
葫芦等精细蔬菜。基地着力将园区打造
成青藏高原绿色有机蔬菜种植基地，为客
户提供定制化产品，直接将新鲜、绿色的
蔬菜送到市民的餐桌，让市民吃得安心、
放心。

西红柿、青椒、豆角……如今，在西宁
各大超市、蔬菜水果市场，总能看到带有

“大通”标志的农产品。“都是产自本地的
蔬菜，非常新鲜，吃起来口感很好。”一位
正在采购蔬菜的西宁市民竖起大拇指说。

“菜有菜味，果有果香。”张广生介绍，
近年来，大通县成功创建第二批国家级农
产品质量安全县、全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试点示范县、中国绿色农业示范县。

目前大通县已认证“老爷山”牌绿色
蔬菜 11 个品种，认证产量累计达 13.27 万
吨，包括黄瓜、西红柿、辣椒、菜瓜等。登
记了“大通鸡腿葱”和“新庄黄瓜”两个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大通县还积极创新畜禽粪污、尾菜及
秸秆等循环利用模式：通过建立面源有机
质快速发酵腐熟技术示范点及开展“有机
肥（腐熟粪肥）＋配方肥模式”“有机肥（腐
熟粪肥）＋水肥一体化模式”的推广应用，
推进畜禽养殖业与蔬菜种植业深度融合，
提高畜禽粪污、蔬菜尾菜及秸秆综合利用
率，形成“种养+有机肥厂”循环利用的利
益联结机制模式。

农户增收 产业振兴

初秋，站在朔北藏族乡下吉哇村的主
干道上放眼望去，大片蔬菜田里绿意满
满，甘蓝长势喜人，十几名村民正在采摘。

“今年我们种了160亩露天蔬菜，主要
以甘蓝和大白葱、红葱为主。这两天本地
菜大量上市，我们的蔬菜直接发往西安的
市场，明天一早，产自大通的蔬菜就能到

达西安人民的餐桌。”建邦种植营销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铁晨辉虽然满头大汗，却干
劲十足。

“去年，除去40万元的人工工资，我们
合作社盈利50万元。”铁晨辉告诉记者，自
7月蔬菜采摘以来，每天的产量都在增加，
工人的收入也在不断提高，平均每天有40
人左右在基地务工，有效带动了附近务工
群众增收致富。

“我们一直在这里上班，一天能挣
100 多块钱，这里离家很近，还能照顾到
家里老人，对我们这些在家的妇女来说非
常合适。”村民李国高兴地说，自从村里
建起了蔬菜种植基地，给她们带来了更多
就业机会。

近年来，大通县积极引导群众围着餐
桌需求转，找准产业发展方向，大力发展
绿色无公害蔬菜产业，依靠蔬菜产业增收
致富、推动乡村振兴。通过农村电商的方
式，在线上线下加大对有机肥替代化肥基
地生产的优质蔬菜的推介力度，帮助经营
主体实现“优质优价”，通过市场效益推动
种植户使用有机肥的积极性。

此外，通过绿色循环优质高效特色农
业（蔬菜产业）促进项目的实施，建立上下
游的蔬菜生产体系，同时通过促进适度规
模经营、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做大
做强蔬菜品牌、完善销售系统，将特色蔬
菜资源转化为竞争优势，多层次、多领域
提升大通县农产品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实
现产品质量高、生产效率高、资源利用率
高、农民收入高，真正实现从增产转向
提质。

技术推动 高效发展

“吃”专用基质，“喝”营养液，“住”干
净公寓。近日，记者在景阳镇的西宁汇丰
农业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景阳分公司

的蔬菜大棚里看到一排排青嫩的绿叶蔬
菜、一株株打着花苞的西红柿正在生机勃
勃地成长。

“这是无土栽培的西红柿，等过段时
间就能结果，这种西红柿的采摘期将达到
400到600天，可实现常年不间断结果。”公
司负责人孙智鹏介绍，这是一种新型蔬菜
栽培的农业生产模式，一年四季种收蔬
菜，产品源源不断。

大通县农业科技样板工程采用了最前
沿的农业科技，成为设施农业高效生产和
经济价值、观赏价值相结合的典型。这种
新型的立体无土栽培技术培植的蔬菜，具
有生长速度快、周期短的特点，采用管道立
体基质栽培方式种植，可有效利用空间，增
加产量，同时保证菜叶洁净、病虫害少、品
质好，让西宁市每个季节都有新鲜的蔬菜
可以采摘上市，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

在蔬菜大棚里，蔬菜的生长主要靠一
种特殊的营养液，这些营养液通过在管道
里循环流动，为蔬菜提供生长所需要的养
分，蔬菜通过充分利用温室空间和太阳光
能，可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同时也能保证
蔬菜产量和品质。

孙智鹏介绍：“如今，人们对蔬菜品质
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健康的追求也是越来
越高。所以我们的无土栽培将来是很有
前景的。”

要想从蔬菜产业中要质量、求发展，
必须提高科技含量。为此，大通县紧紧依
靠科技力量，突出抓好蔬菜新品种的引
进、示范、推广工作，通过科技手段，大力
发展特色和反季节蔬菜。同时，强化技术
培训，加大力度组织农民培训，普及科学
种菜知识，推广蔬菜栽培新技术，加强标
准化栽培、提高质量安全、减少用药量、测
土配方施肥、降低成本等先进技术的培
训，全力推动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提升“菜篮子”生态品质
——青海大通县探索蔬菜产业发展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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