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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祖国共成长
载辉煌历程

陈仓区东关街道太公庙村农民王根魁

从“靠天吃饭”到“智慧种田”的见证者
本报记者 李依涵

千阳县水沟镇水沟村王振芳

一位老农机手的时代记忆
王茜

农 业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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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西红柿叶尖边缘

焦枯，需要预防病毒病，还要

加强水肥管理……”正值秋播

秋种的繁忙时节，在陈仓区东

关街道太公庙村一隅的蔬菜

大棚内，今年 75 岁的王根魁

正躬身其间，双手在叶间上下

翻动，细心检查菜叶的状态。

他的身边，几位菜农或站或

蹲，与他交流着各自种菜的心

得与技巧。

皮 肤 黝 黑、双 目 明 亮，

1949 年出生的王根魁与新中

国同龄。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

道的他，亲历了我国农业生产

方式从镐刨播种镰刀收割到

机械播种机械收获，见证了从

“靠天吃饭”到“智慧种田”的

全部过程。如今“种地”两个字

对他而言，已成为一份幸福自

豪的事业。

年幼时，王根魁虽然只上

到了小学四年级，但在当时已

是难得，那些方块字如同种

子，悄悄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孕育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生

活的希望。岁月悠悠，1969 年

的风带着工业气息，将王根魁

带进了当时的宝鸡县农机修

造厂。在那里，王根魁在“挣工

分”之余，不仅掌握了柴油车

辆发动机、变速箱的维修与操

作技术，更与那些走南闯北、

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深入交流，

汲取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种地

经验。

1982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

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

题的“一号文件”，总结了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农村改革。以家

庭经营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

制全面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广

大农民的积极性。也是在 1982

年，王根魁一家分到了属于自

家的 4 亩多地。“我在地里种

上了小麦和玉米，一年下来共

‘打’了 350 多公斤粮食，家里

开始有余粮了。”王根魁乐呵

呵地说。

随着改革开放，我市农业

生产进入半机械化时代，轰隆

隆的机器，让农民喜不胜收。

“1984 年，村上有了 1 台东方

红 75型拖拉机和 1台犁地机，

我和另外三位乡亲轮班操作，

连续干了十几天，完成了全村

4000 多亩地的翻地、犁地任

务。”王根魁一边回忆一边算

起了账，有了农机的帮忙，土

地得到了深翻，那年的麦穗饱

满了不少，全村平均每户粮食

产量多了近 50 公斤。

时代在发展，农村也在变

化。自 1986 年起，王根魁所在

的太公庙村持续实施技术推

广与应用补贴政策，鼓励农户

种植蔬菜发展特色产业。王根

魁亲眼看着一座座蔬菜大棚

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与

此同时，农业专家们带来了增

产、抗旱、抗病的小麦新品种，

给乡亲们传授先进的田间管

理技术，地里的庄稼越长越

好，村上的面貌日新月异，王

根魁的称呼渐渐从“小王”变

成了“老王”，存折里的金额位

数也跟着多了起来。

2004 年，对广大农民来

说是特殊的一年。那一年，农

村税费改革进入新阶段，中央

明确提出了取消农业税的目

标。也是在同一年，王根魁花

了多年的心血盖起了两层楼

房，一家人搬离了居住了几十

年的土坯房，热热闹闹地住进

了新家。

如今，蔬菜产业已成为太

公庙村的主导产业，村上建起

了国家定点蔬菜批发市场 1

处，辐射带动周边村种植蔬菜

6000 多亩。王根魁也在 2010

年时享受到 2000 元的补贴政

策，建起一座蔬菜大棚，种上

了西葫芦、西红柿、豆王等蔬

菜，每年可增收 2 万元左右。

用他自己的话说，虽然现在吃

穿不愁，但当了一辈子农民

了，闲不住。

有时候，王根魁会带着孙

子去田间地头转转，给他讲讲

当年自己辛苦种地的情景 ：

以前的农民靠天吃饭，雨水

多了怕涝，少了又怕旱，种地

时一人在前面挖坑，一人

在坑里播种，起

早贪黑，手上磨

起血泡是常

有的事，一

年 到 头，

赚 的 都

是 辛 苦

钱……现

在 再 看

看，村 上

的智慧大棚

都不用人，用手

机就能给大棚

里的蔬菜通

风施肥，

地里无人机飞着喷洒农药，智

能灌溉系统到点就知道浇水，

大型收割机一天就能收割上

百亩……

他们的面前，是一片

刚刚丰收、充满无限生

机的田野。 

每到秋收时节，王振芳都

会去自家附近的玉米地转转。

尽管已经 75 岁了，他依然喜

欢行走在田间，东看看西瞧

瞧。远处，一台大型联合收割

机正轰鸣驶过，农机手熟练

地操作着机器，那庞

大的身躯在田间灵

活 穿 梭，

望 着

这一幕，王振芳心中充满了感

慨……

生于 1949 年的王振芳是

千阳县水沟镇水沟村人，与新

中国同龄的他是农业现代化

进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那时

的中国农村，农业机械化尚处

于萌芽状态。

27 岁之前的王振芳一直

参与生产队的集体劳作，每天

在地里与乡亲们一起面朝黄

土背朝天，不是人拉就是肩

扛，用汗水浇灌着希望的

田野。在日复一日

的劳作中，王

振 芳 见 证

了人力和

畜 力 的

艰辛。

“当时

全县也

没有几

台拖拉

机，每次

一看到拖拉

机，都 觉 得

好威风！”

王振芳

说。彼时，他心中便有了一个

梦，一个开上拖拉机的梦。一

有时间，他就会寻找拖拉机的

身影，向农机手学习如何驾驶

农机。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

人。1976 年，千阳县水沟镇成

立了拖拉机站，27 岁的王振

芳凭借着对农机的热爱成功

进入拖拉机站。他通过刻苦钻

研，逐渐掌握了驾驶和维护拖

拉机的技术要领，成为一名正

式的农机手。“我清楚地记得

驾驶的第一台拖拉机是‘东方

红 40’，那是一台红色的‘巨无

霸’。”王振芳说，当时会开拖

拉机的人很少，他每天开着拖

拉机穿梭在地里，帮助村民犁

地、旋地。

最让王振芳记忆深刻的

是，有一年他被拖拉机站派往

隔壁的宝丰村进行作业。一个

月的工资加上补助，收入总共

有 67.8 元。这在当时可是一

笔不小的收入。在宝丰村的日

子里，他不仅用农机技术提高

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效率，减轻

了村民们的劳动负担，更在这

个过程中激发了村民们对现

代化农业的热情和向往。村民

们常说，这下犁地松土终于不

再用牛了！

与此同时，王振芳还在

工作间隙带出了两名本村徒

弟。他说，只有掌握了正确的

操作方法，才能确保农机作业

的安全和高效。那时他的工作

不仅仅是简单地驾驶和维护

农机，更多的是参与到农机技

术的推广和培训当中。王振芳

回忆说，当时参加培训的乡亲

们对学习农机技术充满热情，

经常给他送来油糕、茶水。那

段时光，他深刻体会到，一定

要培养更多的农机手，要让更

多的农民享受到农业机械化

带来的便利。

自以家庭经营为主的联产

承包责任制全面实施后，王振

芳分到了 18 亩地，回到了自己

的责任田上种植小麦。此时，

他并没有放弃对农机的热爱，

每当农忙时节，他总会驾驶着

借来的拖拉机，帮助乡亲们犁

地、旋地。

进入新世纪以来，农业机

械化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各种各样的农机在农村开

始普及。2006 年，57 岁的王

振芳终于拥有了一辆属于自己

的拖拉机——“上海 50”。这

辆“上海 50”拖拉机对王振芳

而言，不仅仅是农具的更新换

代，更实现了他多年的梦想。从

晨曦初露到夕阳西下，他驾驶

着心爱的“铁牛”，或将一片片

土地翻耕得松软，或将丰收的

小麦送往收购站……

如今，75 岁的王振芳虽

然不能像年轻时那样驾驶着农

机在田野上奔驰，但他对农机

深情依旧。每次当他看见新型

农机，都要上前仔细瞧一瞧、摸

一摸。

从 1949 年到 2024 年，这

75 年间，中国的农业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机化进程

更是突飞猛进。我市主要农作

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85%，小麦生产基本实现全程

机械化。

当年，王振芳首次驾驶的

“东方红 40”拖拉机，早已被

更加高效、更加智能的现代农

业机械所取代，无人驾驶拖拉

机、精准播种机、联合收割机等

高科技农机装备已经在广袤的

田野上驰骋。

“我年轻时，根本想不到会

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王振芳

感慨道，“从最初挥汗如雨的人

力方式，到如今驾驶着智能农

机驰骋田野，我见证了咱们国

家的农业机械化从无到有、从

弱到强的全过程。我相信，未来

会有更多、更先进的农机为农

业生产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