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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图

采访周耀伟真不容易，约了
好几次，他总是说没时间，要么
外出开会，要么下乡给果农传授
技术。11 月 28 日，在数次预约
下，记者终于在鲁山县辛集乡西
北部一家果园里见到了正给果
农讲解果树管理知识的周耀伟。

今年 46岁的周耀伟是鲁山
县林业局高级工程师，也是鲁山
县林果业专家，曾被国家林业局
和国家林业局森林病虫害防治
总站授予“全国生态建设突出贡
献奖先进个人”和“最美森林医
生”称号。去年10月份，国家林
草局科技司和中国绿色时报联合
开展寻找“最美科技推广员”活
动，历时一年，经严格筛选，从全
国100多名成绩突出的林业和草
原科技推广员候选人中选出 24
人作为“最美林业科技推广员”。
周耀伟作为我市唯一入选者，于
今年11月6日和7日应邀参加了
在贵州省荔波县召开的全国林草
科技扶贫工作现场会。

由于掌握着较好的林果管
理技术，他成了果农“离不开”的
人，经常奔波于田间地头为果农
解疑释惑。

周耀伟：森林好医生 果农贴心人

近年来，周耀伟在林果
特色产业调查中发现，阳丰
甜柿不仅在鲁山县尚属空
白，整个河南省都栽种不
多。阳丰甜柿综合性状好，
不仅可在树上自然脱涩，而
且色鲜、无核、口感好，管理
省工耐贮运，随手摘下可食
用，周耀伟决定发动村民种
植甜柿。然而村民们没见
过这种甜柿，对周耀伟的劝
说无动于衷。周耀伟便回
到老家张良镇纪营村劝说
哥 哥 周 伟 种 植 。 周 伟 于
2014年春流转土地60多亩，
栽种柿树5000多棵，成为该
村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为使甜柿园获得成功，周耀
伟不断到园内进行技术指
导，将甜柿园取名“耀伟甜
柿示范推广基地”。

“种植甜柿就是中，今年
收益很好。”周伟说，在弟弟
帮助下，他栽种的甜柿第二
年开始挂果，第四年进入盛
果期，今年是第六年，产量猛
增，收入不菲。

为全面推广阳丰甜柿，
周耀伟还先后培育了大批树
苗。他培育的阳丰甜柿获得
了相关部门的肯定，2018 年
12月 23日，经河南省林木品
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周耀伟
培育的阳丰甜柿被评为“林

木良种”，准许其在河南省内
推广。

在周耀伟的倡导下，鲁
山水果种植户越来越多，果
园面积从 2008年的 5.5万亩
增长到了目前的近40万亩。
阳丰甜柿目前全省已推广种
植约3000亩，其中鲁山县种
植面积达1200亩。

“我的工作就是为果农
服务，带动农民致富是我最
大的梦想。”周耀伟说，眼
下他最想做的是把他已种
植成功的甜柿继续推广，
争 取 让 更 多 农 民 种 上 甜
柿，让他们的日子越过越
甜。

周耀伟常说：“牛皮不是吹的，火
车不是推的。”为获得实用技术，他学
中干，干中学，经常向老一辈科技人
员请教，遇到有争议的就翻书查资
料，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

下汤镇果农刘大国1989年承包
荒地种了 100 多亩（1 亩≈666.7 平方
米）杏树，眼看树干碗口粗了，年产杏
子不到500公斤，虽然不少技术人员
前往为其出谋划策，问题始终无法解
决。1997年里的一天，单位领导突然
对周耀伟说：“你要能把刘大国的杏
园问题解决了，就立大功了。”说者无
意，听着有心。周耀伟当天便乘坐公
共汽车前往刘大国的果园查看。

“前后去了四五次，终于发现了
问题。”周耀伟说，该果园有多个杏树
品种，他发现大接杏品种周围杏子挂
果率很好，没有这种杏子的地方却挂
果不多，他断定问题出在授粉上。他
把原因告诉了刘大国，结果对方根本
不信。周耀伟见此没吭声，回到单位
后便开始配药，然后送给刘大国使
用，但是刘大国还是不信，说山上没
水，喷药不方便。周耀伟听后说：“药
又不用你出钱，你喷两棵试试。”就这
样，在周耀伟劝说下，刘大国将离水

近的果树象征性地进行了喷施，结
果，喷过药的果树当年便获得了丰
收，没喷药的果树依然光开花不结
果。1998年，刘大国按照周耀伟的配
方将杏园全部进行了喷施，当年便获
得了丰收。

鲁山县瀼河乡红岗村果农乔春
辉在电话里向记者提起周耀伟时赞
不绝口。2003年，乔春辉及邻居家嫁
接的板栗眼看枝条长高了，却慢慢出
现枯萎。周耀伟得知后便前往查看，
发现果树患的是腐烂病，需喷施9281
制剂方可解除问题。开始果农们不
信，说他们种了半辈子果树，你一个
毛孩子懂啥。周耀伟不服输，买来制
剂让果农用，结果用药不到3个月就
出现了好转。

由于为果树解除了很多疑难杂
症，周耀伟的名字越传越远，找他咨
询果树知识的人一拨儿接一拨儿。

11月28日，记者随同周耀伟离开
果园，在他的办公室里，看到了不少核
桃树、柿树、梨树、葡萄等枝干和叶子。
周耀伟说，这些都是果农拿着来找他求
助的。因为问题遇见得多了，有时他
不用实地查看，果农只要把树叶和枝
条拿过来，他就能找到解决方法。

当科技员是他从小的梦想

周耀伟个头儿不高，穿戴朴素，
经常衣服灰尘两脚泥，脸上胡子也
很少刮，说起话来大老远都能听得
清清楚楚。在陌生人眼里，周耀伟
就是一个普通农民，认识他的人则
称呼他老师和专家。

周耀伟出生在鲁山张良镇纪营
村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对树木情有独
钟。“记得小时候见有的果树上开几
种花，红的白的很是好看。到了秋天
时，结出的果子形状也不一样。”周

耀伟说，后来他才知道，该树被人嫁
接了，而且嫁接什么品种就结什么
果。于是周耀伟梦想着有一天自己
也能嫁接出五颜六色的花，结出不同
的果。有了这样的想法，周耀伟在
洛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上学时，毫
不犹豫地选择了果树专业，并于
1996 年 12 月 8 日如愿以偿进入了
鲁山县林业技术推广站工作，直到
2017 年才被抽调出科室，但仍然负
责果农的技术指导。

做技术员要有“真把式”

2002 年，鲁山葡萄种植
还不是很多，加之技术有限，
产量低，效益差，全县葡萄栽
植面积从原来的 1800 亩一
度下降到不足 600 亩。周
耀伟发现情况后主动前往
观察，终于查出了病因，之
后经过不同浓度、不同使
用时期、不同使用方式的
药剂配置对比试验，终于
解决了难题。在周耀伟的
主动帮助下，该县葡萄种
植发展迅速。

“他给我们梨农也提供
了不少帮助。”今年55岁的鲁
山县董周乡蔡庄村果农慎大
群说，从10年前开始，周耀伟
就一直在他们村为果农提供
技术服务。蔡庄村是种梨大
村，但因果农不懂技术，难免
出现各种问题。周耀伟就免

费为果农提供服务，并专门
举办培训班，使果农轻而易
举掌握了技术，梨园发展面
积也越来越大，并引发邻村
不少村民跟着种植。“说真
的，我的种梨技术都是周老
师教的，特别是修剪技术，周
老师更是手把手地教我。”慎
大群说，他现在也成了果树
技术员，经常被邀请给人修
剪果树。

“周老师人不错，也没架
子，平时没少给俺指导。”提
起周耀伟，辛集乡果农秦
文向说。秦文向 3 年前承
包了个桃园，今年又承包
了 200 亩地进行扩种。周
耀伟知道后主动到秦文向
果园里查看，提醒他如何
施肥、施什么肥，让秦文向
很感动。

“果农们不容易，所以问
题得提前提防，等出了问题
再处理就晚了。”周耀伟说，
他是林果业技术员，保护果
农利益责无旁贷。

2015 至 2018 年，周耀伟
通过微信开辟了“我与果树
聊 天 ”专 栏 ，每 天 1000 至
2000字，什么季节谈什么话
题，以此提醒果农莫误果树
生长。由于对话生动有趣，
有理有据，每期省林业技术
推广站网页都会转发，不少
果农从中学到知识。

早在 2011 年，周耀伟还
被国家网络森林医院聘为

“森林医生”，利用网络平台
回答全国各地果农提出的各
种技术问题12000多条，解答
问题数量在国家网络森林医
院专家中名列第一。

主动给果农提供技术服务

发展特色农业带群众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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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耀伟（左）与果农秦文向探讨桃树的管理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