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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暖风拂边关，平和农经润天山。水仙吐香
醉月亮，雪莲凝玉映闽南。总想着漳州人的热情，繁
华了木垒河畔的城郭，总想着闽南的海风，吹绿了月
亮地的山村，总想着那曲海边的渔歌与天山下牧笛
合奏的旋律，一种情结，紧紧地连接着两地永恒的
感动。

又是一季春光满野、溪流轻唱的时候，山城迎来
了一位远方的客人，他就是怀揣着满腔援疆热情的
朱友添。朱友添出生于1964年，2020年他担任福建
省漳州市平和县农业农村局经管站站长，是一名高
级农经师。2020年5月，朱友添毫不犹豫地做出了
选择，放弃了家乡舒适的生活，请缨出征，紧跟组织，
参加了福建省农技人才援疆工作。

第一次踏上木垒的土地，朱友添惊讶于天山的
伟岸，惊讶于大漠戈壁的浩渺，惊讶于草原的辽阔，
惊讶于民风的豪迈，他甚至忘记了海边码头的汽笛
长鸣，忘记了惊涛拍岸的轰鸣，忘记了繁花似锦的闽
南风光，神秘的西域风光让他陶醉，那种云雾缭绕的
山地景色如同仙境一般，让他流连忘返。

来到木垒后，朱友添对木垒的地理环境做了调
查，他发现当地因干旱，部分草场泉水出现断流、泉
眼干枯的现象，甚至连牲畜饮水都无法保障，牛羊宰
杀后胃肠明显沾砂，面对牲畜饮水出现的困难，急需
一个完善解决的方案。而木垒县农牧民收入主要依
靠畜牧业，草原载畜的压力越来越大。全县畜牧业
产业牲畜转场、饲料储备、牲畜饮水、牲畜销售等问
题亟待解决，如何破解木垒的旱情困局，是摆在有关
部门和广大牧民面前的重要任务。鉴于此种情况，
朱友添与木垒县当地干部一起，走村入户、进牧场、
入企业实地调研，察看旱情，认真与当地干部、牧民
座谈交流，最后撰写了《木垒县遭遇春旱影响畜牧业
发展的调研报告》，深入分析春旱基本情况，针对性
提出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对充分做好牲畜转场
工作、积极提高储备饲料能力、扩大加工精饲料产
能、积极对外销售、努力延长产业链、建设鲜奶源收
购站、发展牧区旅游业、实施退牧还草工程等方面提
出了诚恳建议。

经过长时间的深入调查研究，详细的了解木垒
县种植业发展情况后，朱友添从专业的角度分析，认
为木垒县土壤肥沃，又是沙质盐碱地，日照时间长，
很符合芦笋种植的基本条件。所以，朱友添萌生了
引种芦笋的想法，芦笋从播种后第二年起可连续收

益10年，而木垒县土地宽阔，主要种植小麦、玉米、
豌豆、鹰嘴豆、土豆等作物，朱友添认为芦笋是庭院
种植的好选择。朱友添向福建援疆漳州分指挥部及
木垒县农业农村局提交了《木垒县芦笋试种可行性
调研报告》，并很快得到批准。

项目得到认可，让朱友添兴奋不已的同时也存
在压力，木垒县靠近戈壁沙漠，气候干燥，昼夜温差
大，浸种、催芽、育苗过程中的温度、湿度很难控制，
而且缺乏恒温器等工具，试种风险相当大。但是朱
友添没有放弃，他经过反复研究，制定了详细的试种
方案。从浸种、洗蜡、催芽、育苗到施肥、喷药等一系
列工作，朱友添亲力亲为，同时为当地培养种植骨干
力量，在实际操作中传授技术，把控每一个细节。浸
种需要每6小时换1次水，朱友添就定好闹钟定时换
水；催芽缺乏恒温器，他就号召大家就地取材，利用
旧棉被、废弃泡沫等材料，努力使温度控制在25℃
左右，采取适时遮阳通风、搭建小拱棚等方式，把大
棚温度控制在25℃-30℃。

在朱友添的精心呵护下，3000株芦笋苗长势良
好。为确保离疆后芦笋种植项目能继续顺利推进，
朱友添把栽培管理心得整理成册，通过培训班、田间
演示等方式将芦笋种植技术传授给当地种植户。

在木垒的两年时间里，朱友添克服了漳州和木
垒两地生活习惯差异的困难，从饮食到气候，从时
差到习俗，从语言到环境，已经完全融入到这个新
环境里，把木垒当成了第二故乡，即使在疫情时
期，他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同时，积极服从福建援疆
漳州分指挥部的安排，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应急工
作，为维护木垒县的团结稳定和农业发展做出了突
出的贡献。

木垒县的发展浸润着一批又一批援疆干部的心
血，二十多年的援疆历程，让木垒县农牧业、工商业、
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等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朱
友添作为其中的一员，把自己容身到各个行业。在
木垒县组织的升国旗活动、援疆干部“党旗映天山”
民族团结联谊活动、与援疆干部“亲戚”共同徒步登
山、拔河比赛等活动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2021
年5月朱友添被福建省委、省政府评为福建省脱贫
攻坚先进个人。

如今，朱友添虽然已经回到了漳州，重新回到了
昔日的工作岗位，但他在向海而望的时候，没有忘记
遥远的木垒为他的人生所增添的每一份感动。

农经师的援疆情
——记第八批福建省农业援疆专技人才朱友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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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友添在大棚里喷药。

▼朱友添给农户讲解种植知识。
朱友添在大棚中种植芦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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