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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凤沂的老家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年

少时经常跟父母下田，踩着泥泞的乡间小路，

她早早就意识到，一定要好好读书，长大后

不要过“这样的生活”。然而，小小年纪的

刘凤沂怎么也不会想到，绕了一圈，自己还

是过上了“这样的生活”。

让刘凤沂至今仍哭笑不得的是，高考时，

自己歪打正着，考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当时是边读农业边“嫌弃”，觉得自己好不

容易从农村考出来了，接触的还是一亩三分

地。毕业后，她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

“搞农业研究，这样的生活，我觉得也挺好，

就安定下来了。”

接着，工作、结婚、生女，一切顺风顺

水。然而，女儿两三岁时，家庭和工作出现

变故，面对生活和工作双重打击和压力，她

重拾荒废12年的英语和政治，毅然报考博士。

辞去工作后，她把女儿托付给父母只身来到

南京农业大学攻读农药学博士学位。4年求学，

巨大的学习压力没把刘凤沂压垮，夜深人静

时对女儿的思念，却让她的情绪时常崩溃。

打电话，成了她释放思念女儿之情的唯一方

式……

2008 年 7 月，刘凤沂博士毕业，作为高

层次人才被引进到广东省惠州市，进入惠州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工作。很快，12 岁的女

儿也来到惠州，母女俩租了一间房子，开启

了全新生活。

虽然是市政府引进的农业博士，但刘凤

沂从不以高学历人才自居，而是放下身段到

农村菜地、稻田、果园做病虫调查、了解生

产实际情况，遇到问题虚心向同事、基层农

技人员甚至老乡求教，回到办公室再利用所

学理论知识梳理分析、消化吸收。“南北农

刘凤沂：

卷起裤脚走在田间地头、帮助灾农叫卖香瓜、拿起手机给农

民好友答疑解惑……很难想象，这居然是一名女博士的日常生活。

54 岁的刘凤沂从事农业技术工作 30 余年，抱着学农爱农、

知农为农、强农兴农的初心使命，以一腔赤诚坚守在“三农”服

务第一线，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农

业先进工作者、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等荣誉，也是广东省惠州市

首位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获得者，被百姓誉为“行走

在田埂上的女博士”。

期待又一个丰收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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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差异很大，栽培管理和病虫发生各有不

同，还是要结合实际情况来。”通过频繁下乡、

不断学习，她很快就掌握了南方各种农作物

病虫发生与治理、肥水管理、栽培技术。

“来到南方后，‘适应’技术不难，难

的是适应生活。”刘凤沂说，作为土生土长

的东北人，自己对南方的生活确实有些不习

惯，尤其在口味上，很怀念家乡的味道。就

是从那时起，她心里冒出了“北菜南种”的

想法。不过，她清楚，让北方蔬菜适应南方

气候、土壤特性，是实现北菜南种要攻克的

技术难题。于是，刘凤沂和团队反复试种改良，

终获成功，并推动了樱桃小萝卜、油豆角等

十余个北方菜品种在南方的种植推广。

渐渐地，大家发现了刘凤沂“北菜南种”

的大学问：既丰富了惠州当地市场蔬菜品种，

更好满足了市民需求，也提升了菜场的市场

竞争力。

对此，惠州市添信有机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总经理洪志桥告诉记者：“每当看到种植

场那片长势喜人的东北大葱、旱黄瓜、油豆

角等北方蔬菜，我就难掩兴奋。”洪志桥还说，

他经营着惠阳区良井镇矮光村的一个蔬菜种

植场，前些年刘凤沂博士来菜场指导虫害防

治时，就一直鼓励他种植北方蔬菜，并提供

了大量技术支持，“几年下来经济效益十分

可观”。

来到惠州已有些年头，刘凤沂虽然还听

不懂当地话，可并不妨碍她和农户打成一片。

下乡时，她会根据农户需求，随时随地在稻田、

菜地、果园“坐诊开方”，夏天讲草地贪夜

蛾的防控，冬天讲黄曲条跳甲和小菜蛾的防

治，还常常应农民要求讲如何对付番薯象鼻

虫等各种害虫……地头讲课，现场开药方，

既实用又有效。

有一年，惠城区马安镇部分晚稻出现稻

株矮缩、不抽穗等情况，农民们想尽办法也

无济于事，晚稻产量下降。刘凤沂经过一番

研究，确定这是“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

此后，每到水稻育秧期间，她就深入田间地

头，手把手教稻农施“送嫁肥”（秧苗移栽

前5天左右喷施的肥料）、洒“送嫁药”（水

稻移栽前在秧苗期使用的最后一次农药），

“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终于在惠州得到有

效遏制。

“刘博士，这玉米已经开始灌浆，可是

最近叶子上长了好些黄点，是不是锈病？要

怎么处理？”2021 年 12 月 19 日上午，惠城

区汝湖镇仍北村的一片玉米地里，惠州市茂

农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畅新指着

玉米叶子向刘凤沂询问。

“锈病主要因为干旱或气温过高引起

的，严重的话会影响光合作用，导致减产。”

刘凤沂仔细观察后说，“这片地里锈病目前

没有扩展，而且玉米进入灌浆期，很快就要

上市了，建议不要用药。”

每次现场答疑解惑之后，大家像“粉丝”

一样围着刘凤沂，要她开“方子”，加微信。

刘凤沂的微信通讯录里绝大部分是农民

朋友，她索性开起“微信课堂”，时常发送

农事管理、病虫害预报等短视频，及时指导

田间生产。很多农民朋友白天忙于劳作，刘

凤沂就晚上去村里，和他们围坐一起像唠家

常一样，把稻、菜、薯、果常发生的病虫、

安全用药等知识讲解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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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广大农民群众是

主力军，要特别重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刘凤沂在对记者慢条斯理的讲述中，表达了

她这个坚定的梦想。

而让当地农民更为津津乐道的是，有一

次，连下一个月的大暴雨让城区一个农户种

的香瓜绝大部分失收，亏损近 30 万元，刘博

士竟主动和农户一起到集市卖瓜。群众纷纷

跑来，一则买瓜，二来看博士卖瓜。“一天

下来，虽然累得腿发软，但看到农民脸上的

笑容，我就满足了。我们这些农技人心里要

装着老百姓，给灾民温暖。”

刘凤沂这样没日没夜地忙工作，女儿难

免跟着一起吃苦。很多时候，她不得不把女

儿带到办公室一起“熬”着。血浓于水，日

复一日的相处下，母女俩的感情越来越好，

女儿开始理解母亲的工作，自己写作业，自

己玩，累了就在沙发上睡着了。遇到出差，

刘凤沂没办法带女儿，晚上女儿独自在家特

别害怕，她想了个办法：“你把灯全打开，

坏人看屋子里有人，就不敢进来了。”

很多人说，刘凤沂工作不仅拼技术，还

要拼命。

的确，近些年，她动了五六次大大小小

的手术。2018 年，刘凤沂出差时突然感到肚

子疼，为不耽误工作，她硬是坚持到回来。

一到医院，她就被推进了手术室，医生说，

再晚来一步，肠穿孔麻烦就大了。

女儿了解母亲，知道她的脾气，无论大

病小病她都是“硬撑”，旁人怎么劝都没用。

2012 年开始，刘凤沂的腿脚就不太好，她没

当回事，直到 2021 年 2 月，实在疼得厉害，

才不得不动了一个关节的大手术。她腿脚刚

利索点，2022 年初又发现甲状腺出问题，只

好再次做手术。身体的病痛没有打垮刘凤沂，

她休完病假又没日没夜风里来雨里去地跑基

地、防病虫。对她而言，工作的事、农民的

事都是头等大事，唯独不把自己当回事！

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被刘凤沂称为“新

型职业农民”的王畅新。

王畅新是汝湖镇仍北村村民，合作社成

立后不久，他认识了刘凤沂，经常向她请教

病虫害知识，学到很多绿色防控知识，减少

了农药使用，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如今，

王畅新所在的合作社已带动 100 多户农户种

植甜玉米、水稻、蔬菜等，他还被评为“惠

城区十大农业状元”之一。

记者从王畅新那里，意外了解到刘凤沂

下乡时两次受伤的事。有一回，刘凤沂急着

下乡，从二楼办公室出来后，在楼梯上一脚

踩空，扭伤后脚肿得像个馒头，一个多星期

才消下去。还有一次，她去玉米地，刚下过

雨的田埂又湿又滑，她一不小心就摔进了水

沟，一身泥巴……

虽身有伤痛，但刘凤沂用真心换来农户

的真情，更换来一个又一个丰收季，她说内

心无比满足。

14 年来，刘凤沂用双脚丈量惠州广阔的

土地，在农技推广岗位上勤勤恳恳、开拓创

新，每年指导全市 300 多万亩水稻、蔬菜、

果树等生产，解决生产疑难杂症上千条，发

布的病虫情报准确率 95% 以上，指导病虫害

防治面积 2500 万亩次，挽回农作物损失 1233

万公斤，义务技术培训百余场,万余农民受益。

她主持的科研项目获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

技术奖（技术推广类）三等奖、广东省科技

进步三等奖等国家、省、市级奖励近 20 项。

“粮食安全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科

技创新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首要任务。”而今，

刘凤沂已是惠州市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研

究员，仍不断从实践中获取知识和经验提升

自己，而这一切的动力，来自心中深厚的“三

农”情结，她常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常怀敬畏、感恩之心，倾注全部智慧和才干

为民造福是分内事。国家培养了我，我理应

把所有的知识加倍奉献给广大人民群众。”

奋
进
新
时
代��

喜
迎
二
十
大

责
任

编
辑

：
邓

宝
君

   
 5

4
0

0
1

6
4

0
3

@
q

q
.c

o
m

2022.10下.indd   25 2022/9/28   下午5: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