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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富路上带头人

早上 6 时许，天刚蒙蒙亮，57 岁的
乡村医生王苏成就起床了。这是她多年
来养成的习惯。吃完早餐，步行5分钟，
她赶到舟山市普陀区虾峙镇晨港村双山
卫生室，给乡亲们看病。

不一会儿，10 余平方米的诊室里，
患者陆续到来。量血压、问病情、配新
药，一上午下来，王苏成几乎没停过。一
说起王医生，大家都赞不绝口：“苏成是
阿拉村民自家的医生，守了我们几十年
了，比亲人还亲。”

双山岛是虾峙镇的一座悬水小岛，
面积只有 0.72 平方公里。因为基础设
施落后，交通不便，近年来岛上居民从
1000 余人减到了现在的 58 人。就在人
们纷纷外迁的时候，王苏成却几次放弃
调往本岛卫生院与家人团聚的机会，35
年如一日坚守在小岛上，守护着海岛居
民的健康。

“学成后，我一定要
把乡亲们服务得更好”

近日，记者从舟山本岛坐船 1 个小
时来到虾峙镇，再搭乘小船，10 多分钟
后抵达双山岛。从码头沿着小道一路向
上，有一间面朝大海的乡村卫生室，这就
是王苏成工作了30多年的地方。

“胃又不舒服了？平时太甜、太咸
的东西都不要吃，我给您配点药。”“您
今天再不过来，我就要给您打电话了，
血压还是要按时来测。”⋯⋯1.6 米左右
的清瘦个头、干净朴素的穿着、干练的
短发，满脸笑容的王苏成正耐心地为一
位老人看病。

王 苏 成 是 土 生 土 长 的 双 山 人 。
1987 年，当地村民还有上千人，年轻的
她成了岛上“赤脚医生”的帮手。1997
年，因乡村医生短缺，虾峙镇中心卫生

院组织年轻人学习考证充实队伍，认真
上进的王苏成成为其中之一。“学成后，
我一定要把乡亲们服务得更好。”深知
海岛就医难的王苏成当时在心底许下
了承诺。

通过 3 年科班进修，王苏成考取了
乡村医生执业证书，回到双山岛行医，后
来又通过刻苦学习成为全科医生。这些
年来，舟山本岛的乡村卫生院和民营医
疗机构都曾向王苏成抛来“绣球”，她都
婉拒了。“现在岛上还住着58位老人，年
龄大多在 75 岁以上。”王苏成皱了皱眉
说。

因为接触的都是老人，王苏成总是
不自觉地拉长看诊时间，动作和缓一点，
问得仔细一点，交代清楚一点。“阿姨，这
个药一次吃3粒，每天吃两次，不要忘记
哦。”王苏成一边说，一边拿起笔在药盒
上画了 3 个圈，圈圈下面又写了数字

“2”。这简明易懂的医嘱，双山岛的老
人们一看就懂。

都说称呼最能反映出人际关系的

亲疏远近。在双山岛上，村民们只有
在开玩笑时，才会叫王苏成为“王医
生”。平时，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为

“苏成”。

“苏成就像我的女儿
一样，有她在，我心里踏实”

“有位老病患药快用完了，我去看
看。”临近中午，王苏成喝了口水，拎起 5
公斤重的药箱前往村民陈阿婆家中。陈
阿婆今年 70 多岁，腿脚不便，患有高血
压和老年痴呆症，由保姆在照顾，王苏成
一有空便会去探望。

顶着强劲的海风，王苏成沿着海边
疾走，不到 5 分钟就到了老人家中。“阿
姨，我是苏成，我来看你了，最近有没有
哪里不舒服？”一进门，王苏成就笑盈盈
地跟老人打招呼。“以前陈阿婆每次看到
我来就很高兴，最近半年越来越记不起
来人和事了。”看着床上的老人，王苏成
的眼里满是疼惜。她从药箱里拿出仪器

给老人测血压、听呼吸，“血压还比较稳
定，药一定要记得按时吃。”王苏成用尽
可能慢的语速说，陈阿婆点了点头，似乎
听懂了。

像这种患有慢性病、需要定期随访
的老病患，岛上有10多个。王苏成每月
至少要上门一次。不仅如此，不论白天
黑夜，王苏成的手机总是 24 小时开机。
凡是有人身体不适，只要一个电话，王苏
成随叫随到。

记得有一个冬夜，电话突然响起，原
来是村里有位老大妈突发疾病，请求出
诊。已经睡下的王苏成立马穿上衣服跑
出门，顶着刺骨的寒风，翻过崎岖的山
路，直奔患者家中。王苏成赶到后，患者
已经说不清话，经初步诊断考虑是脑溢
血，需第一时间送往本岛大医院。她立
马求助乡镇调派船只来接，自己和村民
一起用担架将患者抬到船上，一路上不
停地鼓励患者。瘦弱的她用尽了全身力
气，为救治抢得最佳时间。

“苏成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有她在，

我心里踏实。”今年 92 岁的夏阿婆患有
严重的支气管炎，此前住在距离卫生院
较远的地方，后来搬到卫生院隔壁居住，
为的就是离王苏成近一些。成为“邻居”
后，王苏成每天都会观察、询问老人的身
体状态，适时调整用药，现在阿婆的身体
很健朗。

老人们从虾峙岛上买来什么新鲜蔬
菜，总不忘带一些给苏成；不会用电器，
看不懂说明书，老人们就喊苏成来帮忙；
有什么心事，就找苏成聊聊⋯⋯一起生
活了 30 多年，在他们眼中，王苏成早已
不仅仅是医生，更像是他们的亲人。遇
上什么紧急状况，儿女可能不在身边，但
王苏成永远都在。

“我只是一个平平常常
的人，做着平平常常的事”

为了服务岛上百姓，王苏成常常双
休日也不休息，即使自己生病请假也依
然挂念着老人。

有一年冬天，王苏成在出诊路上扭伤
了脚，整个脚踝又红又肿，拍片显示骨折，
医生建议她躺在床上休养一个月。顶班
的乡村医生因为交通不便打起了退堂鼓，
村民电话一个接一个打进来，听到电话那
头老人们焦急的声音，王苏成躺不牢了，
仅休息了半个月就一瘸一拐地回到岗位
上。

“自己辛苦点没什么，就是这么多年
来，亏欠了女儿。”说到这儿，王苏成眼泛
泪花。她告诉记者，女儿在普陀中学上
高中时常常生病，明明自己就是做医生
的，却没法去照顾女儿，这让她心如刀
绞。为了孩子，王苏成第一次动了离开
小岛的念头，鼓起勇气准备和村民们道
别。但面对村民们的求助来电，和一声
声“苏成，你辛苦啊”的问候，她心软了，
最终还是选择了割舍“小家”，继续守护
岛上的“大家”。

不知不觉，夜幕降临，而王苏成依然
还在忙碌：整理药品核对数目，填写健康
档案，为第二天的上门服务做准备⋯⋯

这时，在杭州工作的女儿打来视频
电话，王苏成立马精神起来，脸上的疲倦
也被欣喜代替。“天冷了，记得给自己换
条大被子，还有外卖要少吃，有时间自己
烧烧⋯⋯”王苏成拿着手机不停叮嘱。
驻守在小岛，王苏成与家人们聚少离多，
对亲人的关心与思念，只能寄托在电话、
视频中。

“我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做着平
平常常的事。”在接受采访时，王苏成一
直将这句话挂在嘴边。然而大家都知
道，一件事坚守35年，有多么不容易。

东海深处的双山岛，木槿花谢了又
开，毛竹长了一茬又一茬。而王苏成始
终如一，扎根海岛医疗卫生事业——
0.72 平方公里、58 个老人，是她最大的
牵挂。

普陀乡村医生王苏成——

35年，她一直守护小岛居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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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约定时间，一辆白色的面包车
在眼前停下，玉环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副 主 任 叶 永 伟 摇 下 车 窗 ，招 呼 记 者
上车。

这是一辆七人座的面包车，后座非
常宽敞，凌乱放着各种型号的塑料管及
喷头传感器。“昨天刚刚在试验大棚安
装，还没来得及整理。”他有些不好意思
地解释说。

虽然戴着一副眼镜，但叶永伟身上
书卷气并不浓，看起来十分干练。由于
常年在田间地头转悠，叶永伟的脸被晒
得黝黑，脚上穿着一双半新不旧的球鞋，
走起路来风风火火。现年 50 岁的叶永
伟，是土生土长的玉环人，参加工作 28
年来，一直扎根基层，从事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工作，致力于把优良品种、实用技术
及先进的管理经验带给当地百姓，帮助
他们增产增收。

苦心钻研
改变枇杷成熟时间
跟着叶永伟，我们一路来到了位于

玉环市龙溪镇百丈岩的智慧枇杷示范
园。这里四面环山，一条小溪横穿而过，
一排排枇杷树布满山头。

眼下正是枇杷树开花的季节，淡
淡的甜和丝丝清凉随着空气一起进入
鼻腔。“9 月中旬才刚刚结束枇杷的销
售，马上又到了开花的季节，果农们一
年四季都要在这山里头忙碌。”叶永
伟说。

枇杷的成熟时间一般在 5 月份，销
售期一般 1 个月，为什么这里的枇杷销
售期有6个月？叶永伟带着我们一路来
到他的“试验基地”——位于半山腰的智
慧大棚。

“我们之所以能把销售时间延长到
半年，除了引进早熟品种、利用鲜果冷藏
技术之外，还应用了‘根域限制栽培技
术’。通过控水控温控肥来限制果树根
系的生长，从而控制枇杷的成熟期，比如
说增加土壤湿度能让枇杷推迟成熟，减
少湿度能提早成熟。”叶永伟说，这些听
起来“简单”的结论来自于他与研究团队
无数次的试验。早在2019年，叶永伟就
与几名来自北京、上海的博士联手成立
了农业高新技术研发团队，长期扎根玉
环，研发农业技术。

“什么时候浇水、浇多少水，多少
温度最适合？这些数据无从参考，我
们要一组组去试验。”叶永伟感慨，农
业种植技术的研究并非一朝一夕可以
完成，一次实验周期至少要一年，每一
棵实验果苗都需要精心看护。“我们耗
时 3 年，发现将同个品种的枇杷在同样

的种植条件下，通过不同的管理模式，
可以让成熟期提早 7 天或延迟 7 天，算
起来园里的枇杷能从 3 月一直摘到 6
月中旬，错季上市能让果农的枇杷卖
个好价钱。”

不仅如此，叶永伟还勇当“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积极引进外地的新品种试
种。在枇杷园里，我们看到特早熟新品
种“三月白”花开正盛，这是 4 年前叶永
伟从福建引进的新品种，今年零售价高
达每斤58元，还供不应求。

“果子又大又甜，比福建本土长得还
要好，等明年这5亩‘三月白’都结了果，
一定能卖上好价钱。”去年楚门镇枇杷

种植大户徐再合特意买了“三月白”的
果苗试种，没想到第二年就结了果，这
让他高兴极了，内心更感激叶永伟，“多
亏了叶指导，不然买了果苗也不知道怎
么种才好。”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
为枳’，我们要研究新品种自身生产物
候期的特征，寻找最适合生长的自然
条件，等性状稳定后，再向附近果农推
广，不然损失可大了。”叶永伟笑着说，
光枇杷他们就引进了 20 多个品种，成
功率不到 10%，还有柑橘、桃、樱桃、蓝
莓等加起来超过 50 种，也只成功了不
到 15%。

追求实用
提高种植科技含量
在大棚附近，一间简陋的水泥小屋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和田间常见的小屋
不同，这间小屋外墙上安装了一块 LED
屏，显示着土壤温度、土壤湿度、二氧化
碳浓度等数据。推门而入，小屋里没有
杂乱的农具，智能施肥机和正在运行的
3台肥药桶，闪烁着各种指示灯。

“这是自动监测和控制系统，它们能
预设适合枇杷生长的环境数据，接受来自
传感器的信息。旁边的罐体设备则是水

肥一体机，它与自动检测和控制系统相
联，枇杷的控水试验可离不开这几套设
备。”叶永伟将这间小屋视若珍宝，因为眼
前这几台看起来简单的设备包含着6项
专利技术，都是他一点一点探索出来的。

成为农技员后，叶永伟长时间与农
户、农作物打交道。细心的他发现虽然
规模化果园种植环节已实现自动化，但
喷药依旧是农户的“心病”，人工喷药费
工、耗时、效率低，施药工人也存在一定
的安全风险。针对这一现象，叶永伟开
始着手研究、试验水肥药一体化技术，并
在2016年获得了实用新型专利。

安装这套系统后，农户只要把肥料、
农药放进装置中，在田头打开相应的开
关，“水肥药”便能源源不断地送达农作
物的根部。“这个发明我花了两年多的时
间研究，除了能节省工时和人力外，最重
要的是，它比常规施肥节省 60%的肥
料、比常规施药节省 40%的农药。”叶永
伟举例子说，之前一亩地一年的灌溉投
入 约 需 3600 元 ，但 是 现 在 只 需 要
135元。

跟着叶永伟转了一圈，我们才弄清
楚枇杷园里的科技含量。他们把枇杷种
植在控根器里，肥药不流失，在大棚里安
装的补光灯能解决阴天的光照问题，柴
油加热器能避免枇杷受冻，智能捕虫灯
能让 70%的害虫消失⋯⋯这些“高科

技”都得益于叶永伟与团队的潜心研发。
叶永伟践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习

惯从生产实践中总结理论，工作 28 年
来，他先后发表了《玉环柚裂果的原因及
防治措施》《樱桃的大棚高效栽培技术》
等多篇论文，还出版了《盆栽果树与智慧
灌溉》等书籍。

声名渐起
技术推广到长三角

“电话里说不清楚，我等一下开车过
来看看，大概半个小时。”正在枇杷园中
指导果农疏花、剪枝技术的叶永伟被一
个电话打断。他看了一眼时间，对记者
抱歉地说，现在要赶去清港镇芳斗村。

除了农技推广员，叶永伟还是芳斗
村的农村指导员。从 2004 年开始担任
农村指导员后，叶永伟已先后在海山乡
茅坦村、干江镇滨海村、垟坑村等村庄任
职。2021 年 9 月，在垟坑村任期结束
后，叶永伟主动请缨，到清港镇芳斗村担
任农村指导员。

抵达芳斗村，叶永伟轻车熟路地赶
到农户王昌世家中，听两人对话，我们才
知道原来他们是在发愁文旦的销路。文
旦产量高了，但对于缺少门路的农户来
说反而增加了销售压力。叶永伟让对方
放宽心，他来帮忙进行农超对接。“有了
老叶帮忙我们放心多了，不愁地里的文
旦卖不出去。”看到事情解决，王昌世脸
上有了笑容。

叶永伟的农技服务并不局限于芳斗
村，20 多年的农技推广工作，他的足迹
早已遍布玉环各地，手机号码也广而告
之，变成了当地的“农技热线”，农户们有
事情就打电话，他第一时间接听，第一时
间赶赴现场。

“让农户学到先进的农业技术，增产
增收，把玉环这个海岛县有限的耕地变
成充裕的产粮田和四季飘香的果园，这
一直是我的梦想。”叶永伟说，他深知推
广服务的重要性，只要一有空就会给村
里的农户进行技术培训，作物的高产栽
培、病虫害综合防治等技术都会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讲解给农户听。

令叶永伟感到高兴的是，随着智慧
农业的接受度提高，他们团队的声名渐
起，除了玉环本地，江苏、上海等长三角
一 带 的 果 农 也
来 到 玉 环 学 习
新型种植技术，
眼下已带动 300
多 名 果 农 走 上
智慧农业道路，
人 均 每 年 增 收
20%左右。

玉环农技员叶永伟——

他的手机就是农技热线
本报记者 罗亚妮 共享联盟·玉环 曹思思

叶永伟
玉环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水果专业高级农艺师。他长期在技术推

广服务一线工作，20 多年来积极创新水肥药一体化发展模式，探索开展玉环海
岛用水转型升级工作。目前已获得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10多项，农业部丰收奖
一等奖1项，省农业厅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台州市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叶永伟在观察阳光玫瑰葡萄的颗粒数

量及大小。
叶永伟在观察阳光玫瑰葡萄的颗粒数

量及大小。
叶永伟在修剪枇杷树枝。

龙溪镇百丈岩智慧枇杷示范园。受访者供图龙溪镇百丈岩智慧枇杷示范园。受访者供图

王苏成给老人量血压。 王苏成在整理药品。 王苏成出门随访岛上患者。本报记者 黄宁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