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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梦人追梦人

不会写字，拿着老人机，

年逾花甲的卓灯球一举打破

了浙江省农业之最纪录。

这个被称为“稻痴”的老

头说，自己只是一个种地的

农民，不可以辜负土地，劲头

都要使在田里。

他没上过学，不会写字

却大胆使用最先进的技术，打破浙江省农业之最纪录

乐清66岁“稻痴”：
土地不可辜负

本报记者 汪子芳 种地老农刷新
连作晚稻最高亩产纪录

清晨6点，天微微亮，有些阴沉。温州乐

清市虹桥镇埭下村一农家里，66 岁的卓灯球

开着他那辆农用三轮车，载着两个年龄相仿

的老邻居出发了。他们直奔四五公里外的水

稻承包田。

蒲岐镇南门村山后垟，就是卓灯球承包

的 220 亩水稻田所在地。3 月份是早稻育苗

的关键季节，秧苗的成活率、早稻的收成就看

这段时间的心血。所以最近这段日子，卓灯

球每天都出现在承包田里。

从家到水稻田，要开10分钟车程。下车

时，卓灯球走路有点趔趄。那是因为一天前，他

在田里干活的时候不小心崴到了脚。可第二

天，他依然如约出现在农田边，利索地穿戴上下

水裤和过膝的雨鞋，扛着锄头下水田开渠。

眼前的卓灯球很清瘦，让人很难联想到

他就是打破浙江省农业之最纪录的种粮大

户。但他满手厚实的老茧和脸上沟壑纵横的

黑红皮肤，仿佛在诉说着主人多年的辛劳。

近日，省农业厅网站发布了2018年度浙

江农业之最纪录专家认定项目，卓灯球双破

该纪录。他的连作晚稻攻关田最高亩产达

856.62 公斤，打破原先 818.75 公斤/亩的纪

录；连作晚稻最高百亩方亩产 800.91 公斤，

破原793.48公斤/亩的纪录。

“种粮靠的是经验和技术，还有用心。”站

在越冬休耕的试验田边，说起自己新破的种

粮纪录，卓灯球眼神里透着骄傲和兴奋。

在田间度过三十多个春秋
他是乐清种粮老大哥

“以前过的都是苦日子，现在苦尽甘来

了。”卓灯球说。

卓灯球幼年时父亲就去世了，他尝尽了

生活的辛酸，十几岁就下河打鱼、捉田螺，“为

了能够吃一口饱饭，什么农活都干过。”卓灯球

从来没有上过学，到现在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

写。年轻时，他还跟着老乡出去打工，去湖北

一带盖房子。这种艰难的日子数不胜数。

上世纪 80 年代，卓灯球回到老家，开始

承包了十几亩地种蔬菜。那时候，他几乎天

天不着家，傍晚在地里侍弄蔬菜，凌晨就开拖

拉机去市区卖菜。同时，开始种水稻种子。

种蔬菜的日子真是算得上全年无休。

卓灯球种的水稻从几十亩种到几百亩再

到上千亩。慢慢地，他就成了远近闻名的种

粮大户。

乐清有一百多位种粮大户，卓灯球是不

折不扣他们的“老大哥”。得到这个名号，不仅

是因为他的年龄，更因为他常年浸在田间地

头，有着丰富的经验，还有傲人的种植成绩。

由于在田间度过了三十多个春秋，卓灯球有

时候只要看一眼田，就能知道水稻到了什么生长

阶段，什么时候需要施肥、除虫，抑或是排水。

老人机里存的都是
农技人员和种粮大户的号码

“种水稻就是要多听多问多做，没有捷

径，总是要踏实勤恳。”问起种水稻的秘诀，卓

灯球如是回答。

拿起最普通的老人机，里面的号码全部

是农业局技术人员、水稻协会会员还有种粮

大户们的号码，这些人都是他联系最勤的人。

“这些号码呀，全部记在脑子里。”说着，他

就给钱报记者报上了乐清市种植业站高级农

艺师吴朋喜和水稻协会会长包碎云的号码。

种水稻过程中一有什么问题，卓灯球就

一个电话打过去询问。农忙季节一结束，他

就成了种植业站的常客，常常跑去技术部门

学习新的知识和技术。

“一亩田施多少肥，怎么育秧，什么时候

打农药，这都有一套技术。农业局的技术员

慢慢教，我慢慢记在脑子里。”卓灯球说，经验

还是会有偏差，如果掌握了新的技术，收成自

然会好起来。

除了多听多问，卓灯球还会参加各种培

训班，也会去金华、绍兴、衢州、宁波的那些种

粮大户那里考察，“回来就自己琢磨怎么用。”

大胆使用最先进技术
不识字的他是行业潮人

用老人机、不认字的卓灯球，虽然看上去

是个守旧的老头，但一提起水稻种植，他就立

刻成了行业潮人。除了学习新技术和新管理

模式外，他还热衷于学习机械设备升级。

8年前，卓灯球一口气买下了10台插秧机、2

台割稻机，还有谷物烘干机。之后他也是每年添

置机械。去年，他还专门从宁波买了一台开沟机。

他成立的乐清市为民水稻专业合作社，

目前已进行全程机械化作业。育苗有自动省

力的流水线。他的仓库里，插秧机、谷物干燥

机、旋耕机等机器一应俱全。卓灯球算过一

笔账，插秧的话，一亩田需要一个人插一天，

而一台机器一天就可以插二十亩。

就在去年，卓灯球还大胆地尝了一次鲜：

率先大规模用稻田开沟机开沟。

他是听了中国水稻所朱德峰研究员的建

议，决定率先引进水稻开沟机。其他种粮大

户看到效果后，也纷纷仿效“老大哥”的做法。

去年，他的稻田使用了无人机打药，来防

控病虫害。“200亩的田，人工打药的话，至少

要 5 个人干 2 天，而 2 台无人机 2 个小时就可

以干完活了。”卓灯球说，水稻成熟差不多要打

3次药驱虫，无人机作业真的省工时又省力。

“面对新技术和机器，比如使用稻田开沟

机开沟，别的种粮大户可能还在观望，卓灯球

就已经在实践了。”吴朋喜说。

种水稻就应把劲都使在田里
梦想今年再创新纪录

卓灯球年逾花甲依然忙碌在田间地头。

子女们常常劝卓灯球退休，可这个不服老的

犟老头，说自己还想多干几年。

对土地的感情和种稻的痴迷，深藏在他

的骨血里。卓灯球总是不能忘，如今生活的

苦尽甘来，都是种水稻带来的。

不过考虑到精力有限，卓灯球这几年还

是减少了种植面积，承包田从一千多亩降到

了三四百亩。

“产量高并不稀奇，但老卓不一样的地方

在于他的用心。他每天都在田头，悉心照料土

地，也愿意接受新技术，把种水稻当作自己的

使命。”吴朋喜说，认识卓灯球十多年，最打动

人的就是他种水稻时的执着精神和勤恳态度。

吴朋喜说，水稻插秧后，自己每周下乡去

田间，卓灯球肯定会在田头，“一找一个准，连

电话都不用打。”

“种水稻就应该把劲都使在田里，不浪费

土地和粮食，这是老农民的一份本心。”卓灯

球说，他的梦想，就是刷新今年的新纪录，而

种田的劲头，也一直会持续下去。他在田间度过三十多个春秋。

卓灯球梦想今年再创新纪录。汪子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