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3.11 星期三 编辑 张骞 校对 马骁 3

□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图

3月9日下午，天气晴好，鲁山县张
良镇纪营村一个甜柿园内，周耀伟手
持剪刀，在修剪一棵阳丰甜柿树。修
剪过的柿树就像人理了发，由蓬头垢
面变得特别精神。周耀伟也因此累得
够呛，不时地揉着膀子叫疼。

今年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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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修剪的这个柿园，名为

“耀伟甜柿示范推广基地”。除此以
外，他还给别的果农提供技术指导。

在甜柿园西边，是周耀伟培育的
甜柿种苗基地。种苗基地内，20多个
村民在嫁接甜柿树苗。周耀伟说，因
为他的基地获得成功，周边不少人慕
名而来，仅鲁山县的甜柿种植面积就
达1200亩，且不断有人要求种植。

种植果树的人多了，周耀伟的任
务也多了，找他咨询问题的果农一拨
儿挨一拨儿。今年因为疫情，周耀伟
和果农急得不行。人误地一时，地误
人一年，特别是果树修剪和嫁接，早了
晚了都不中。

林果业专家周耀伟：

疫情缓解后，一天没敢休息往前赶活儿

萝卜菜老板宋利强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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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书贤 文/图

3 月 10 日凌晨 4 点，郏县安良
镇老街的宋记萝卜菜餐馆已是灯火
通明。一锅滚水冒着升腾的热气，
40岁的老板宋利强把羊肉、羊骨下
锅熬汤。然后，他操起刀，麻利而又
轻快地切着豆腐丝，随着菜刀飞快
起落，豆腐丝均匀地拍倒在案板
上。他的家人也在忙碌：洗菜、揉
面，做着供应早餐的各项准备工作。

早上6点多，厨房里飘着诱人
的香气，顾客陆续上门，宋利强严格
地要求顾客间隔一定距离排队候
餐。一口大锅里是熬好的羊肉、羊
骨汤，另一口大锅里是用熬制好的
汤子炖着的萝卜、粉条、羊血、羊杂、
豆腐丝。宋利强的父亲已经73岁
了，但手脚依然很麻利。他轻快地
操起勺子，把萝卜菜和其他食材均
匀地搅拌在一起，然后撒上葱花香
菜，盛到餐盒里由顾客带走。

萝卜菜老板宋利强：

挣钱没有多与少，要为食客的安全考虑

从小崇拜果树技术人员

记事起我家就不富裕，水果买
不起，所以很少吃。后来，我见一些
果树技术人员走到哪里都有水果
吃，而且人家培育的果园收成特别
好，我很是羡慕，就有了当一名果树
技术员的梦想。

为实现愿望，我上学时特地选
择了林果业，并于1996年如愿成为
鲁山县林业技术推广站的一员，直
到两年前才被抽调出来，但仍然是
辖区果农的技术指导。

近年来，鲁山县林果业发展迅

猛，葡萄基地、冬桃基地、甜梨基地
和石榴基地等随处可见。我是林果
业专家，找我咨询果树管理技术的
果农天天不断。为了减轻劳动量，
我先后办了多期培训班，教果农修
剪、嫁接和管理技术。

2013 年，我在陕西杨凌考察时
看到阳丰甜柿品种不错，就打算在
鲁山推广，但很多人都不看好，直到
2014 年，在我多次劝说下，我哥哥
周伟才勉强同意种植。之后，在我
的帮助下，哥哥流转土地 60 多亩，
栽种甜柿树 5000 多棵。为使甜柿
园获得成功，我不断到园内进行技

术指导，将甜柿园以我的名字取名
为“耀伟甜柿示范推广基地”，借此
吸引更多人参与种植。

在我的努力下，甜柿园终于获
得了成功，栽种后第二年开始挂果，
第四年进入盛果期，去年产量猛增，
没出园就卖了近50万元。

效果一出来，要求种植甜柿的
人就多了。于是，我开始培育种苗，
支持村民发展林果业。截至目前，
我在全省已发展阳丰甜柿 3000 多
亩。

修剪太早太晚都不中

果树产量高不高，果形好看不
好看，全部取决于技术管理。而管
理又具有季节性，比如修剪，立春前
后是最佳时期，早了晚了树干都易
受损。今年立春在2月4日，但我咋

也没想到疫情阻碍了修剪的脚步。
其实从 1 月 30 日开始，我就不

断接到果农电话，询问出不了门修
剪不了果树怎么办。我也没办法，
而且我比他们更着急，我也有60亩
甜柿园等着我修剪，那是我的示范
推广基地，我必须管理好。特别是
我培育的20亩甜柿种苗，已到了嫁
接时期，再不嫁接就会耽误一年。
而且，这些种苗都是果农提前订购
的，到时候供应不上，就会造成不可
估量的损失。我天天如坐针毡，天
天看新闻，看疫情什么时候能过去，
什么时候能解决果农的问题。

因疫情干不成活儿，是我从未
遇到过的事儿。我似乎看到了明年
收获时的惨败景象：一棵棵果树杂
乱无章，树上的果子奇形怪状，甚至
看到果农们愁眉不展的脸庞。

道路解封后抱病赶活儿

半月前，因为血糖突然升高，身
体出现不适，我向单位领导请假休
息。就在这时，交通管制解除。我
顾不上病痛，立即驱车直奔果园，并
电话通知管理技术和嫁接技术较好
的马楼乡农民牛明、瓦屋镇农民周
毛以及背孜乡农民尹娥等 20 多人
到基地嫁接种苗。我自己一边服
药，一边修剪果树。

修剪果树是个技术活儿，多剪
少剪都不行，幸亏咱有专业技术，平
均 5 分钟就能修剪完一棵树。然
而，在我复工的同时，辖区其他果园
也开始复工，有的果农因缺乏修剪
经验，需要我前去指导。于是我天
天两头跑，哪里急需要就往哪里
跑。果农的事儿是大事儿，眼看天
热了，树木就要发芽了，再不修剪损
失就大了，我只有带病工作。

参加工作至今，今年是我最忙
最累的一年，因为我负责全县果农
的技术指导，果农只要提出问题，我
就要想法解决。往年，过完正月初
五，农民就开始下地干活儿，时间宽
裕，不紧不慢，也不觉得累。今年因
为疫情，正月十六过完了，果农还待
在家里。为了赶活儿，他们忙，我也
得忙。从道路解封到现在，虽然请
了病假，但我一天都没闲着。

想着明年的收获就幸福

嫁接树苗是个季节活儿，为了
赶工期，我只好出钱聘请嫁接师傅，
但对他们“约法两章”：干活儿时彼
此尽量错开距离，必须佩戴口罩。
工人们也很听话，虽然戴着口罩感
觉不自在，但都坚持了下来。

现在疫情终于得到了缓解，购
买果树肥料的问题也解决了，很多
果农都放心了。今年要求栽种甜柿
种苗的人很多，在工人们的辛苦努
力下，我培育的种苗就要嫁接完了，
基地里的甜柿树也快修剪完了。我
虽然感觉身体很累，但想着果农们
明年的收获，心里还是暖融融的。

3月9日下午，周耀伟在修剪一棵阳丰甜柿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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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毕业随父学艺

我父亲早在 30 年前就在镇上
开了萝卜菜餐馆。父亲用羊肉、羊
骨，加入草果、丁香、花椒、小茴香、
桂皮熬制成汤，然后炖上萝卜，配以
豆腐丝、羊血、羊杂、手工粉条、葱
花、香菜，出锅盛入碗里，再配上一
点熬制好的辣椒油，做成的萝卜菜
成为当地人们喜爱的一道美食。

每天早晨，食客来到我家萝卜
菜餐馆里，就着刚出锅的油条，吃上
一碗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养生萝
卜菜，感觉很享受。

我初中毕业后就跟父亲学习萝
卜菜的制作技术，从切萝卜片、滚水
炸萝卜片、切豆腐丝到配料、掌握口
味咸淡等，都细心学习。在父亲 20
多年的言传身教下，我从一名学徒
成为一名能独当一面的掌锅师傅。

一再推迟复工时间

随着我的手艺越来越精，餐馆
的生意也越来越大。餐馆每天早晨
迎客，到下午1点半结束，原来每天
卖出 300 多碗，后来上升到 500 多
碗。近两年来，我加大了在网络上
的宣传力度，让宋记萝卜菜的名声

远扬在外，吸引了鲁山、汝州等地的
食客，连禹州、郑州、洛阳、焦作等地
的食客也慕名而来，每天销售量突
破一千碗。仅去年一年，宋记萝卜
菜餐馆就实现了60多万元的收入。

今年春节前，我备足了原材料，
准备过了正月十二开门营业，可一
场疫情改变了一切。近期疫情有所

缓解后，不断有食客发微信或打电
话询问我啥时候开门。但我认为当
时还处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挣
钱没有多与少，必须考虑食客的安
全，就一直推迟复工时间。直到3月
7日，我才向有关部门申请复工。我
与家人把店内卫生全面打扫、消毒
后，做好复工的准备，经过验收合格
后，于3月9日早晨正式开门营业。

严格要求食客保持距离

3月9日早晨，我们一家五口人
全副武装上阵，一天对店内店外三
次消毒。在接待食客时，我严格按
照1.5米以上距离要求食客排队，坚
决不让食客店内就餐。让本地食客
打包带走，对外来的食客，就在店外
间隔距离摆桌子，做到一人一桌，避
免交叉感染。当天下午1点半停止
营业，卖出了600多碗。

3 月 10 日，我又卖出了近 700
碗，让我喜出望外。我不仅为自己
复工而欣慰，更为抗疫取得巨大成
就而高兴。虽然受疫情影响，我推
迟了复工，可开工后的一切让我充
满希望。

宋利强正在为顾客盛菜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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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果业专家周耀伟的自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