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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空俯瞰从太空俯瞰，，北纬北纬 3939°°、、东经东经 116116°°，，这片土地有着陈小文热爱的农业事这片土地有着陈小文热爱的农业事
业业。。长在农村的她如此眷恋土地长在农村的她如此眷恋土地，，通州这片沃土通州这片沃土，，正是她梦想扬帆之处正是她梦想扬帆之处，，在在
这里这里，，她以全新的方式发掘大地的她以全新的方式发掘大地的““宝藏宝藏””。。

为农而学为农而学，，学而为农学而为农。。农业农业，，是她的星辰大海是她的星辰大海。。素面朝天的她素面朝天的她，，最开心最开心
的就是看着一粒种子生根的就是看着一粒种子生根、、发芽发芽、、破土破土、、结果结果、、收获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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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妈妈

四月雨后，空气湿润，夹杂着泥土和草木的清香。
陈小文最爱这样的天气。“好像我的家乡一样，湿漉漉的，空气特别

清新，踩在泥土中，有一瞬间觉得自己是在江苏老家。”说笑间，她推开
了温室的大门，冒出头儿的芹菜新鲜可爱。满眼皆绿，走进这个绿融融
的世界，看着奋力生长的绿色小生命，镜片后的眼神满是温柔。她所工
作的基地有1000多亩地，各种作物大棚加起来有300余个。每天，陈小
文都会在大棚巡视、抽查，“看看作物长得怎么样，管理是否得当，不然
心里不踏实。”每天抽检大棚作物，是陈小文雷打不动的习惯。

这天，走在温室里，陈小文发现一些水培芹菜打蔫儿了。仔细看了
一番后，她心里有了初步判断：“可能是管道清洗不当，积累了细菌。水
培植物一茬收获后要能接着种下一茬，如果管道积累了细菌，可能造成
芹菜长势不好。”

发现问题是前提，解决问题是关键。“如果当场能解决，我会立刻告
诉技术人员；如果解决不了，会喊来大家集思广益；如果还不行，会请教
老师或业内专家。做农业，必须要刨根问底。”

在她看来，搞农业、种作物就像养育子女，看着一粒种子破土、向阳
生长，再到采摘丰收，会产生巨大的收获感。

大地女儿

圆脸、身材敦实，笑起来会露出浅浅的酒窝。十年前，陈小文来到北
京市通州区工作，爱笑的她工作起来却没有半点马虎。她总是说：“做农
业不仅需要十足的热爱，更需要情怀，只有这样才能坚持下去，才能真正
做好农业，成为大地的孩子。”

2014年，她加入北京中农富通园艺有限公司，现在主要负责公司研
发版块的业务管理，开展蔬菜栽培新模式、新设施、新技术、新品种等方
面的研究，致力于“产、学、研、推、用”平台建设，在农业产业链规划、都市
农业研究推广等领域不断推进现代农业科技推广、农业产业化研究和农
业国际交流与合作。

陈小文总说自己是新农人。
她说，现代农业已经不是简单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发展模

式，更需要紧跟时代，成为不断成长的“新农民”。“我们现在都在谈信息
化、智能化、机械化，农业的发展也得跟进社会发展，新时代下的副中心农
人，要懂科技、会创新，适应农业信息化、智能化、机械化、生态化、景观化
的发展趋势。”她的职业被人们尊称为“农艺工”。“艺”之一字，在她看来就
很说明问题：农业不光要把作物种活，还要高效，要种得美、种得生态。

除了大棚，陈小文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基地的脱毒组培研究中心。
架子上，一排排白色无菌容器中，完成脱毒组培的草莓、芹菜、葡萄

等幼苗安静地躺在器皿内，依靠营养液快速成长。陈小文说：“病毒对寄
主植物可造成毁灭性危害，导致大幅度减产，甚至全株死亡，尤其是潜隐
性病毒，侵染植株后症状不明显，不易被发现，长期寄存植株体内，慢性
危害植株，危害性极强。植物组织培养技术结合脱毒技术可培育优质脱
毒种苗，提高苗木质量，提升农产品品质和质量，增强农产品竞争力。”

这里的脱毒组培研发中心成立于2022年，占地1200平方米，分为组
培室、驯化移栽区、原原种栽培示范区，发展至今，已具备年产脱毒原原
种苗30万株、栽培苗1000万株的能力。

农业匠人

作为一名农业技术人员，陈小文以孜孜不倦的匠人精神要求自己。
十多年来，她在农业产业链规划、设施环境工程、都市农业研究推广、规范化栽培技

术等领域摸爬滚打，硕果累累。现在已经得到应用的棚空避雨葡萄栽培架和梯形气雾
培装置就是由她的“智慧大脑”制造的。

考虑到目前温室棚内的光照问题，大部分棚空会在闲置期间选择种些低矮蔬菜，但
这些品种的蔬菜一般经济价值不高，管理起来也费工费力。

陈小文与团队琢磨：如何能充分利用这个棚空的土地，创造更多的收益？“果树，经
济价值较高、市场前景较好，能不能试试？”陈小文与团队随即开展调查研究，对温室内
种植作物和茬口分析。“一般温室七八月份是休茬期，棚里不种作物，所以我们要种的作
物除了七八月份，其他时间都不能长得太茂盛。”通过筛选，锁定了葡萄，在北方葡萄三
四月份才上架，前期叶子生长慢，七八月份果实成熟后叶子脱落，正好符合棚内作物需
求，且葡萄的市场价值较高。合适！说干就干！陈小文和团队一起上手搭起了葡萄架，
设计出了一款倾斜式葡萄架。“七八月份是雨季也是葡萄的需水量比较大的时候，这个
倾斜角度正好能收集水分到葡萄的根部，节水效果好，而且这样的避雨栽培架还能提高
棚空土地利用率，一亩地的棚空，大概能产 2000斤，糖度还大。”说起农业研发的小成
就，陈小文神采飞扬。

梯形气雾培是她的另一个得意之作。
这款设备通过拉手和合页的设计，方便定植板开合，易于清扫根系区，同时方便青

少年进入圆柱体内近距离观察作物根系，两侧的定植板和顶部的水平面均可进行苗木
定植，空间利用率很高。“既可满足观光休闲和科普教育需求，又可进行高效栽培生产，
在科普研学过程中很受欢迎。”陈小文参与设计的这一产品，还获得了北京市优秀科普
产品二等奖。

截至目前，陈小文拥有第一发明人专利申请11项、植物新品种权1项，部分专利已
落地实施。

种质守护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
无论数九寒冬，还是暑热三伏，陈小文一年四季“长”在大棚里，乐此不疲，练出了一

身“硬本领”。2018年，他们获评通州区优秀科技创新团队；2020年被市科协认定“企业
创新簇”；2022年被市科协授予“首批创新方法示范点”。陈小文本人也在 2019年分别
获得通州区科技创新人才资助和通州区“两高计划”人才。

深耕农业，让她对种质资源的敏感度异于常人。种质资源是农业原始创新的物质
基础，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资源。2017年开始，陈小文和团队就开展以赏食兼用
为主的蔬菜、花卉、果树、中药材、农作物等特色种质资源的收集。经过 5年积累，团队
收集特色种质资源近千种，同时通过试种、扩繁及纯化，获得南瓜、西葫芦、辣椒、甘蓝、
罗勒、特色黄瓜等纯系材料百余种，并于2022年获得甘蓝“富绿60”品种登记，申请获得
了“富蔬花源”注册商标，为研发成果的市场化奠定基础。

她又与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朱元娣教授团队合作研发观赏苹果新品种，取得“芭
蕾玉姿”“芭蕾玉棠”2项植物新品种权，并获得通州区科技计划项目资金支持，相关成
果荣获2021年度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科学研究类成果一等奖；与马会勤教授合作研发
的葡萄新品“富通紫里红”，也已获得植物新品种权。

樱桃好吃树难栽，走在雨后的樱桃树下，陈小文说起自己的“农人心得”：“做农业不
是一朝一夕，我会一直用心做下去，也要把所研所学传递给更多新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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