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破解难题，成温州植保领域学科带头人

努力求学，知识改变山沟学子命运

2 天下瑞安人

3030余年守望农田的农业专家余年守望农田的农业专家陈再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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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黄丽云

用辛勤汗水浇灌万顷良田，让智慧双手捧出五谷丰登。

今年 59岁的陈再廖扎根“三农”30余年，从教师到研究所副

所长、植保站站长，再到国家二级研究员，像铁塔一样坚守自

己的科技兴农追求。

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他，对土地和农业有着极深的感

情。30 多年来，他栉风沐雨痴心不改，坚守初心，通过多渠

道指导农民科学防治病虫害，极大地提高了农产品品质，为

温州全市的农业发达、农村振兴、农民增收作出了突出贡献。

他还极为关注家乡发展，尤其在农业方面，重视林川镇

的梯田保护与发展工作，为金川高山有机稻米品牌发展而奔

走⋯⋯

在别人的口中，陈再廖是“山

沟里走出来的天之骄子”，但他成

功的背后却是从小的努力和勤

奋。1975 年，他就读于原林溪中

学，一年后，因家庭原因，不得已

辍学，回家务农。当时年仅 12 岁

的陈再廖体形瘦小，力气也不大，

在一次干农活的过程中还受伤

了，不得不在家休养。这对陈再

廖来说，无异于“塞翁失马”，又有

了求学的机会。

原来对于陈再廖的辍学，学

校老师都非常惋惜，多次去陈再

廖家中动员，希望他能复学。刚

好他又受伤，需要休养，家里人就

决定让他重回学校。

1978 年，瑞安中学首次面向

全县招生，陈再廖就刚好赶上了

这幸运的“首班车”。高中两年，

陈再廖努力学习，因为他知道只

有知识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命运特别会折腾人，1980

年，首次参加高考的他，差了7分，

没有考上大学，这对他来讲是人

生的重大考验和抉择。接下来怎

么办？就此放弃求学之路，开始

找工作，还是继续努力复读？陈

再廖选择了后者。

“当时大中专的升学率大概

在 13%左右，难度确实不小，但我

不想自己今后有遗憾，也相信自

己的努力，不希望我这么多年的

努力打水漂，尤其是家人也很支

持。”陈再廖说。复读的一年，陈

再廖更是无比努力，终于叩开了

本科高校的大门。

“当时通讯没有现在这么发

达，要查看高考结果，就得到瑞安

中学门口，看张贴出来的榜单。”

陈再廖回忆，在榜单中看到自己

名字的那一瞬间，心中的巨大压

力顿时卸了下来，这可是恢复高

考后林溪乡走出的第一个大学本

科生，当时真是个“大名人”。

陈再廖的父母都是农民，没

有多少文化，生计来源就是务农，

家里还要供养五个孩子，家里境

况一度十分艰难。这样的家庭支

撑一个孩子上高中是颇为吃力

的，陈再廖选择复读时的精神压

力可想而知。

陈再廖选择的是浙江农业大

学植物保护系植物保护专业。“填

报志愿的时候，我主要是‘求稳’，

这所学校会更稳一些。”陈再廖

说。

大学生活打开了陈再廖的新

天地，他尽情地遨游在知识的海

洋中，不断汲取营养提升自己。

1985 年，浙农大毕业的他被分配

到温州农校当老师。

“当时也曾考虑是否读研，但

考虑到家中的经济压力，还是选

择直接就业。”陈再廖在讲述中强

调了对家人的感谢，正是他们的

鼎力支持，才让他有了利用知识

改变命运的机会。

在温州农校，除了教书育人，

陈再廖还逐步开始了蔬菜等研究

工作。1988 年，他调任温州市蔬

菜科学研究所，正式开启了 30 多

年的农业研究之旅。

你可能不知道，如今行销全国的温

州冬季番茄曾一度饱受黄化曲叶病毒病

的摧残，一支 25 人的助农团队通过 8 年

的科研推广，最终破解难题，不仅挽回了

温州茄农的损失，还为全省每年增效5亿

元以上。这支团队的领头人就是陈再

廖。

1999 年，陈再廖调任温州市农业农

村局。“研究所较为适合搞研究，但如果

要推广研究的成果，农业农村局的平台

就更为合适。”陈再廖说。

对于冬季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的研

究开始于2007年冬天。当时，苍南、瑞安

等地的冬季番茄，70%以上出现叶子卷

曲、萎缩、发黄现象，产量急剧减少，一株

番茄只结 2 至 3 档果实，远低于 6 至 7 档

的正常结果率，而且番茄小而僵硬。冬

季番茄是当地主要农产品，这种以前从

没见过的病，让不少种植大户和当地茄

农直犯愁。

“当时得到了浙江大学和温州科技

职业学院的支持，很快鉴定了病毒种类

和传播途径。”陈再廖介绍，这种病毒叫

番茄黄化曲叶病毒，来源于国外进口的

一品红等花卉，通过烟粉虱传播。温州

冬季番茄育苗期在 7 至 8 月份，正好是病

毒传播高峰期，因此出现大面积病害。

了解情况后，陈再廖着手防治方案

设计、分工和技术培训，逐渐确定了组

合防控技术。首先，适当推迟育苗期，

在 8 月末统一育苗；然后在育苗区进行

网纱隔离，移栽大棚后，在大棚周边也

附上网纱；最后在生长期利用昆虫的趋

黄性设置黄板诱杀烟粉虱，再配合绿色

农药防控。层层把关，步步防控，最终

完全控制住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的传

播和扩散。

这套组合技术是陈再廖和团队通过

数不清的试验和研究最终归纳总结出来

的，2008年下半年，取得初步成效。次年

逐步在全温州推广开来，“当时在苍南、

瑞安都建立了示范基地，我们邀请当地

农民来观摩并进行推广。”陈再廖说，在

推广过程中，有些茄农难以接受新方法，

他和团队便耐心地一遍遍讲解、示范。

经过计算，这套技术让平均每亩番

茄地一年增收 2000 元左右。这套国内

领先的防控技术集成与推广项目，第一

次实现了由温州市级农业系统单位主持

完成的研究项目获得全国农牧渔业丰收

奖农业科技推广成果奖一等奖，可以说

是历史性的突破。该项技术已经在国内

其他省、市普遍应用，因此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非常显著，为番茄产

业的健康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根据不

完全统计，研究期间累计产生经济效益

20亿元以上。

陈再廖将此项成果归功于团队合

作，而在同事眼中，陈再廖是团队实实在

在的主心骨，大家对他坚持一线工作且

态度认真，都是非常佩服的。

茄果类蔬菜青枯病、十字花科细菌

性软腐病、水稻白叶枯病⋯⋯植保工作

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针对农民在

农作物病虫害发生时不能抓住防治适

期、乱用药、用错药以及农业生产过程中

存在的多种问题，陈再廖长年累月，深入

田间地头调查、取样、记载数据、分析预

测，并通过知识讲座、培训会等多种方式

指导农民科学开展病虫防治工作。

多年来，陈再廖在省级以上刊物发

表论文 30 余篇，出版专业书籍 1 本，主持

或技术研究等推广项目 13 项，成为温州

市植物保护领域的学科带头人。2012

年，因为对农业方面的突出贡献，陈再廖

取得推广研究员职称，2014 年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2022年，成为温州市农

业农村系统获评国家二级研究员的历史

第一人。

实际上，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陈再廖

也曾碰到多次脱离农业岗位，走行政化

道路的机会，但他都放弃了。“作为一名

科技工作者，要保持一颗为‘三农’服务

的心，不浮躁，不急功近利，要守得清贫，

耐得寂寞。”陈再廖这样总结对一名农业

科技工作者的要求，这也是他自己的写

照。

黄瓜、生菜、香菜、木耳菜、西兰花

⋯⋯ 眼 下 ，市 民 的 餐 桌 上 蔬 菜 种 类 繁

多。而在 30 多年前，我市市民餐桌上的

蔬菜品种还极为单一。这其中就有陈再

廖的推动作用。

“我在蔬菜研究所任职期间，做得最

多的事情就是引进新的蔬菜品种，然后

研究、试验、推广。”陈再廖介绍，新蔬菜

品种引进后，要研究出适合其种植的土

壤，在实现高产的同时，价格要适中，还

要让老百姓能接受。以香菜为例，当时

温州这边基本无人食用香菜，要怎么推

广呢？陈再廖就先从宾馆、酒店等餐饮

店开始推广，让市民慢慢接受香菜的味

道。香菜，包括生菜、西兰花等蔬菜都是

这样推广开来，成为我市市民餐桌上常

见蔬菜的。

除了关心家乡市民的餐桌，陈再廖

也非常关注家乡农业的发展。今年4月，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关于公布畜牧

业重点县和种植业重点县名单的通知》，

瑞安获得浙江省种植业重点县的“金名

片”，他就很是骄傲。

对于林川镇农业的发展，他更是不

遗余力。在金川高山有机稻米大米品牌

打造过程中，陈再廖积极参与，建议合作

社以稻田生态系统为中心，在保障粮食

生产安全的前提下，遵循生态学规律，优

先使用抗（耐）病虫品种、健身栽培、生态

调控，理化诱控、科学用药等绿色防控技

术，强化自然天敌的控害作用，依靠科技

进步，加快转变病虫害防控方式，推进绿

色防控与专业和统防统治相融合，抓住

防控关键期，协调应用生物农药，促进重

大病虫害可持续治理，保障水稻产量、质

量和稻田生态安全。

“‘有机稻米’的认证非常严格，农户

在种植过程中就要将生态的理念贯穿始

终。”陈再廖说。

近年来，金川致力于有机稻米的发

展，始终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

保理念。经过多年努力，金川合作社已

形成集有机生产试验研究，有机水稻基

地建设，有机稻米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

的有机稻米生产标准化、经营产业化的

发展模式，打造出有机品牌“川和”。其

生产的“泰两优 217”稻米曾获“2019 浙

江好稻米”金奖。全国首批生态农场名

单中，瑞安市金川高山有机稻米专业合

作社亦榜上有名。

陈再廖同时积极为家乡农户普及最

新的惠农政策，争取政策支持。近年来，

林川镇高度重视梯田的保护与发展工

作，加快打造“云端梯田·浙里稻乡”——

金川高山有机稻米田园综合体，借助大

规模连片种植梯田和古法种植有机水稻

两个独有元素，打造“浙南高山第一米

乡”超级地域 IP 品牌，成为乡村振兴的山

区发展样板和温州西部生态休闲产业带

上的一颗明珠。

陈再廖，中共党员，1964 年 1 月出生于瑞安市林溪乡（现林川

镇）东南村，现任职于温州市农业农村局。1985年7月毕业于浙江

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曾在温州农校任教3年，先后任温州市蔬菜

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温州市植物保护站站长和温州市昆虫植病学

会理事长，现为浙江省植物保护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农药生产许

可专家组成员，是温州市“551”人才、温州市C类人才，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二级研究员，是温州市乃至浙江省农业农

村方面的知名专家。

【人物名片】

心系民生，关注家乡农业新发展

陈再廖（右）参加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学术年会

陈再廖在田间研究植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