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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人会生病，病了要去医
院看医生；狗和猫也会生病，现在有宠
物医院，可以带狗和猫去看病。但很
多人不知道的是，庄稼生病了也可以
去庄稼医院看病。

在温州地区规模最大的马屿农业综
合服务中心农资平价超市里，就有这么
一家庄稼医院，这是目前我市唯一一家
庄稼医院。这里常年聘请5 名高级农艺
师和4名高级农民技师轮流值班坐诊，
设立专家热线，接听农民电话和现场咨
询，同时还会到田间现场指导及网络诊
断，为农民提供便捷的技术服务。

前些日子，记者就在这里听说了
一些发生在庄稼医院的故事。

■首席记者 潘勤勇 文/图

聘请高级农技人员，“坐诊”农资店，“看病”到田头

“农资超市+庄稼医院”服务农民科技种田

都是“红蜘蛛”惹的祸

去年 9 月，在梅屿社区九甲

村种草莓的贵州籍新居民王正

安焦急地跑到庄稼医院，向这里

的工作人员述说自家钢管大棚

里草莓的生病情况。由于来得

匆忙，他既没有带有病的植株，

对病症的描述也说得不是很清

楚，只是说草莓的叶子发黄了。

“你这个可能是草莓红蜘

蛛惹的祸。”今年 74 岁的庄稼医

生王诚是原温州农校高级讲师，

那天刚好是他值班坐诊，在做出

初步判断后，为了确保诊断无

误，二话没说就跟着王正安去了

田间实地诊断。

在王正安的草莓钢管大棚

里，王诚发现，王正安种的草莓

叶子有许多都干枯脱落了，一些

叶子的背面布满了虫子灰暗色

的分泌液，呈现黄褐色的蛛网症

状。“果然是红蜘蛛惹的祸。”王

诚仔细查看后，发现了红蜘蛛的

细小身影，“这个红蜘蛛不是虫，

也不是病，统称有害螨，以农作

物的叶和果实为食。近年来它

的抗药能力日益增强，因此比较

难防治。”

找到病根后，王诚回到庄稼

医院马上对症下药开出处方，为

王正安配好了杀螨剂。“现在我的

草莓上市已卖了2万多元。”王正

安笑着介绍，幸亏有庄稼医院的

医生帮忙，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瓯柑产收后的冬季管理

马南村村民陈善灶和四五

个朋友一起种了300多株瓯柑，

今年是第 3 年采摘，共摘了 1 吨

多瓯柑。“今年天气好，瓯柑特别

甜，不愁卖。”他乐呵呵地向记者

介绍，“现在种田都要讲科学，这

次到庄稼医院主要是向专家请

教 瓯 柑 产 收 后 的 冬 季 科 学 管

理。”

王诚非常耐心地向他介绍

一套瓯柑冬季科学管理秘笈，主

要方法有：对瓯柑进行适当的修

剪；在瓯柑两侧套种盘菜，提高

经济效益；冬季需要追肥，增加

土壤肥力；同时还要喷一些石硫

合剂可预防冬季的一些常见病

虫害，如红蜘蛛、溃疡病等。

“冬季管理做得好，可以达

到绿色过冬，四季如春的效果。”

王诚一边讲，陈善灶一边记，俨

然像一名学生。

“对懂植保技术的农户来

说，我们这里是超市，对不懂

的农户来说，这里就是医院。”

马屿庄稼医院院长蔡庆贤向

记者介绍，“我们给农户提供

的药尽量做到花钱少、作用

好，这是庄稼医生的职责，同

时我们还大力推广有机肥和

生物农药，力求生态环保。”

蔡庆贤介绍，以前农户

在农资店里买药，由于缺乏

技术力量，基本上很难做到

对症下药，都是好几种药一

起放进去使用，这样就无形

中增加了农户的经济负担，

并且疗效得不到保证。现在

他们都是对症下药，一喷雾

器配剂价格基本在 10 元，疑

难杂症也就 15 元左右，不仅

大大减轻农民负担，同时还

能确保疗效。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占

地1100平方米的农资平价超

市不仅能提供物美价廉的农

药、种子、化肥、农机具等与农

业生产有关的2000多种商品，

还提供专家门诊、种苗代育、农

资售后服务、农机具维修、农药

包装物回收、中介等多项服

务。特别是庄稼医院面对面为

农民服务，受到热烈欢迎。

今年 68 岁的蒋俊真原

来在垟下村开一间农资店，

经营种子化肥农药等。自农

资平价超市开业后，他就关

了自己的小店，到这里来上

班了。他笑着向记者介绍，

“原来我那个是个体小卖部，

现在这里是大超市，诚信靠

谱，可以提供一站式服务。

现在还是淡季，估计年底年

外这时会很火爆。”

记者了解到，这个农资

平价超市由马屿镇政府牵

头，市供销社马屿中心社和

林志寅、蔡庆贤、洪邦钱、彭

如胜等当地规模农民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联合发起成立。

这里还拥有新品种示范基地

50 亩（智能化 6 米高连栋大

棚 10 亩），潮汐式育苗场所

600 平方米，和省农科院建

立合作关系。

新品种示范基地引进番

茄、茄子、黄瓜、辣椒、草莓等

新优经济型农作物品种，推

广应用新机具、新肥料、新技

术，运用高效生态种植技术，

提高了农业投入品利用率，

减少了肥药无效流失和浪费

和农业面源污染。

下步，这里的庄稼医院

还打算成立视频医院和国内

最大的山东寿光蔬菜医院进

行技术对接，服务共享，更好

地为农民服务。

拿着一串番茄来找专家

“王老师，你好！我们家有好

几株番茄好像生病了，你看下是

什么情况？”近日，梅屿社区河溪

村村民戴庆善提着两串还未成熟

的绿色番茄前来求助。“哎呀！你

这个是番茄青枯病，可以说是一

种植物的癌症，很难救活啊！”王

诚一看大惊失色道。

“那可怎么办？我种了 10

亩呢，不是要绝收了！”戴庆善郁

闷道。“这种病在初期配出好的

药方，估计有90%的希望可以治

愈，但到了后期就没办法救了！”

王诚仔细检查了这两串番茄植

株，判断应该还是属于早期，于

是现场为其开出药方。

王诚介绍，预防病虫害主要

靠综合治理，首先要选抗病品

种、水旱轮作，同时，番茄嫁接可

以嫁接有效减少病虫害，生石灰

可调剂土壤的酸碱度。不能头

痛治头，脚痛治脚，这个和人生

病是一样的。特别是要适时晚

播，比如要选在 9 月中旬育苗，

10 月中下旬移栽，这样就可以

避过高温期移栽，因为越早移栽

发病率越高。

“不能见死不救啊！先买点

药剂喷下看，希望能有效果。”戴

庆善听了以后若有所思，他心情

沉重地说：“等到病入膏肓再来

找医生，神仙都难救。以后一定

要早做病虫害防治！”

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马屿

庄稼医院上演。

据悉，该庄稼医院自 2014

年 8 月 25 日成立以来，专家门

诊已接待 900 余人次，出诊 98

次，解决番茄等蔬菜疑难病症

60 多个，辐射我市高楼、陶山、

湖岭、飞云、南滨、汀田等镇街及

文成、泰顺等周边县。

不开大处方，减少农民负担

农 资 店 里 开 出 庄 稼 医

院，在卖放心农资产品的同

时，更直接、深切体会农民的

真正需要，从而提供切合农

民需求的服务。

庄稼医院的建立不仅服

务了农户，为农户带来了方

便，同时也为合作社带来了

好处。以前合作社的农资产

品都是在加盟的农资店里售

卖，农资店的竞争很激烈，农

资的销售量也上不去。自从

庄稼医院建成后，农民诊断

完就直接从这里将农资产品

买回去了。

庄稼医院是农资与技术

的有效结合，在运营过程中，

农户与农资店可以说实现了

双赢局面。目前我市还只有

马屿一家庄稼医院，希望以后

能开出连锁超市，进行品牌统

一管理，让“庄稼医院”真正成

为农业生产防灾、减灾，防治

农作物病虫害的“120”。

农资和技术的双赢

记者手记

就诊故事

做法意义

““庄稼医生庄稼医生““王诚免费接受农户咨询王诚免费接受农户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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