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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谭丽 张丹丹

6 月 29 日凌晨 5 时，第一缕阳光还

未穿透云层，53岁的李道顺已开始了一

天的劳作。浇水、巡查大棚、排查病虫

害，随后便将新鲜采摘的蔬菜送往早

市。从事农业 11 年来，他早已习惯了

这种与晨露、泥土相伴的生活。

走进李道顺的玉米大棚，满眼葱

郁翠绿。“这是东北糯玉米，口感软糯

香甜，去年刚试种成功就供不应求，市

场反响特别好！”李道顺穿梭在玉米植

株间，一边查看玉米长势一边说，“去

年试种的黄糯玉米和黑糯玉米非常成

功，今年改种的白糯玉米个头更大，不

少已临近抽穗结棒，预计再过一个月

就成熟了。”

2003 年，李道顺怀揣着创业梦想，

从老家来到格尔木。经过多年打拼，积

攒下了一些创业资金。2014年，他在园

艺场四队承包了三亩土地，开始了规模

化种植之路。随着种植经验的不断增

长，他把种植面积逐步扩大到六亩。

“我从小就热爱田园生活，也爱钻

研种植技术。在格尔木打拼几年后，就

想安定下来，自己种菜。有了这片土

地，不仅落下了户口，也算是真正扎根

了。这么多年过去，我对这里的一草一

木都有了深厚感情，守着这片地，心里

才踏实。”李道顺感慨道。

种植过程中，李道顺从未满足于

传统作物的种植。凭借敏锐的市场

洞察力，他不断引进格尔木没有的特

色品种，丰富种植结构，满足市场需

求。乐都猪大肠辣椒、清甜的甘蔗……

在他的精心培育下，一个个新品种在

格尔木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李道顺

说：“只要是格尔木没有的品种，我都

想引进来试试。试种新品种的头两

年，我都要在地里反复摸索、试验。有

时候为了控制大棚温度，半夜都要起

来查看，因为种植靠的就是反复实

践。看着幼苗一天天长大，尤其是试种

成功的时候，所有的辛苦都值了。到现

在，我已经试种过十几个品种，因为土

地性质和气候的原因，成功了四五个

品种。”

从三亩试验田到六亩特色种植园，

从单一蔬菜种植到多元化特色品种培

育，李道顺用执着与才智，在戈壁滩上

谱写着新时代的“田园牧歌”，也走出了

一条特色致富路。谈及未来，他满怀憧

憬：“下一步计划重点发展采摘产业，让

大家走进田间地头，亲手采摘新鲜蔬

果，品尝最佳口感，体验充满乐趣的田

园生活。”

李道顺的“田园牧歌”

李道顺在地里辛勤劳作。 记者 谭丽 摄

本报讯（记者 谭丽 通讯员 徐渊

棋）近日，在市站前路小学，温州医

科大学第四届研究生支教团携手“追

光”科学家精神红细胞宣讲团，以一

场浸润心灵的特色课堂，将科学家精

神的火种播撒在雪域高原。

课堂上，研支团成员以温州医科

大学李校堃院士“以身试药”的动人故

事为切入点，将科学家直面科研挑战

的无畏勇气化作生动讲述。当讲到科

学家为守护实验数据彻夜不眠、见证

伤口愈合研究中的突破性成果时，孩

子们心中那粒科学的种子，正悄然生

根发芽。从屠呦呦在浩如烟海的古籍

中寻获青蒿素的科研传奇，到袁隆平

在稻田间守望“禾下乘凉梦”的诗意坚

守，课堂化身为穿越时空的科学长廊。

活动尾声，李校堃院士特意寄

赠的《奇妙的细胞因子》绘本与模型

礼盒，让高原学子近距离触摸到科学

的温度。这场跨越千里的宣讲，不仅

将瓯越大地的创新智慧带往雪域高

原，更以科学家精神为火炬，照亮孩

子们的成长之路。

一场浸润心灵的特色课堂 本报讯（记者 冯

伟）7 月 1 日，黄河路

街道铁东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开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宣传活动，旨在进

一步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导居民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念，营造温

馨和谐的社区氛围。

活动通过理论

宣讲、案例分享、互

动讨论等形式，围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24字核心内容，结

合党的二十大精神

及新时代发展成就，

从理论层面系统解

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要义、

历史传承与现实意义，推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在基层落地生根。

此次活动进一步提升了社区居民

的文化素养，引导居民积极参与到社

区建设中来，主动成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践行者和传播者，营造文明

和谐的社会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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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光”科学家精神课堂。

◀同学们收到李校堃院士的礼物。

温州医科大学第四届研究生支教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