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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林燚就指导瓜农采取小拱棚栽

培，进而转成大棚，同时，她潜心研究，最

终“西瓜长季节栽培技术”在她手中诞

生。

林燚研究的这套西瓜栽培技术能具

备长季节栽培、优质、上市早、稀植高产

的特点，一株藤可连续出4到6批瓜，可

摘到12月，每一批都很甜，卖得很好，瓜

农们一亩地最高收入可达1.2万元。

温岭的玉麟西瓜牌子一打响，不仅

每年在省级农产品展销会上斩获金奖，

温岭瓜农还把玉麟西瓜带到全国23个

省市，甚至连越南、老挝等，都种上了“温

岭模式”的西瓜。

从不会干农活到获得“西瓜皇后”的

美名，林燚用十多年时间，让农民捧上了

一只“黄金瓜”。

“田间名医”
听林燚讲农业，一点也不沉闷，所有

专业词汇到了她的口中，都变成形象的

比喻，即使没有专业知识的人，也是一听

就明白，而且她对农民的咨询有求必应，

这让她能真正走进农民心里。

翻开林燚的工作笔记，密密麻麻好

几百页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瓜农咨询的问

题。温岭瓜农数量庞大，分散在全国各

地，为了帮助瓜农，多年来，她的足迹踏

遍云南、上海、广西、海南等多个省份。

面对络绎不绝的外地瓜农的咨询，她不

仅一一解答，进行远程诊断，还会做好记

录以便回访。她的每一次答复都帮瓜农

解决了实际问题，挽回了经济损失。

在众多为瓜农“诊断”的故事中，最

让林燚难忘的还是在海南的那一年。

十几年前，台风袭击海南，当地西瓜

受到严重损害。林燚第一时间随副局长

赶赴海南指导温岭瓜农进行生产自救。

“我到今天仍然清楚地记得几个大男子

汉背过身默默流泪的模样。几位瓜农把

所有积蓄都投了进去，还贷了款，结果一

分钱收成都没有，就被台风给浇灭了。”

林燚谈到这件事时，眼圈还有些泛红，

“当时我想，一定要在技术层面上尽我所

能帮助他们，把损失降到最低。”

2005年，温岭成片的嫁接西瓜死

亡。专家鉴定，认为是西瓜嫁接砧木得

了枯萎病。当时林燚出差在外，回到温

岭后，立刻根据西瓜田间发病症状进行

了诊断，并作出了和专家截然不同的结

论。为了真正解决问题，林燚向当地科

技局申请了项目，经过病原菌鉴定证实

了自己的判断。2006年，几位瓜农遇到

同样的问题，按照林燚的研究结果防治

后，60亩地的西瓜一株都没有死。

有瓜农笑言，林燚的舌头就是一个

“听诊器”，尝一尝就能知道西瓜种得好

不好，问题出在哪儿。多年在田间地头

“望闻问切”，林燚把自己的电话变成了

“热线”，也成就了农民心中的农业“女华

佗”。

农民“代言人”
每天忙着帮农民增收、为农业“诊

症”，彭友达、孙建军……一个个致富带

头人在林燚的指导下，在全国各地带着

乡里乡亲过上好日子。可林燚觉得自己

做的还不够，她说，自己可以通过研究为

农民解决一些技术上的障碍，但是真正

要保障到农民权益，政策绝不能缺位。

2008年，林燚首次当选为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2013年，她再次连任，

2017年，她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她

一步步站上了更高的平台为农民说话。

时间拉回2008年，林燚将她对鲜活

农产品“绿色通道”不通的调研问题，撰

写了关于真正全面实现鲜活农产品运输

“绿色通道”的建议，同时建议落实全国

所有高速公路和收费公路对鲜活农产品

免收费用，在代表们的共同努力下，

2010年12月，全国实现了鲜活农产品

“绿色通道”，真正让农民感受到了“绿色

通道”带来的便利。

10年来，农业保险、农技推广、农村

食品安全、农业供给侧改革，只要是“三

农”问题，都是林燚关注的重点。而她也

以身作则，不遗余力地推广农业技术。

多年的实践累积，林燚自主研发了

不少含金量高的农业技术，其中一项叫

做“西瓜花粉长期保存及早春坐果促进

技术”，于2012年研发成功，2014年授

予国家发明专利。2015年，林燚将这项

专利发表在中国蔬菜杂志上，供广大农

民免费使用。

“我有不少科研成果都可以申请专

利，但申请专利后，农民要付费才能使

用，这与我研发的初衷不相符，我只是想

通过推广农业技术，让农民致富，所以我

不申请专利或将申报的专利公开，因为

知识技术通过分享才能真正实现价值。”

林燚说。

握着致富金钥匙的人却不想将这把

金钥匙据为己有，这就是林燚。

（封面照片由温岭日报摄影记者朱

海伟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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