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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为硕果满枝头
——记湖北省枣阳市财政局多种经营专管员郑德富

魏学明  惠立瑞  张 烨

枣阳市财政局有一位多种经营专管员，50

多岁，中等身材，黑黝黝的皮肤，一年四 季几乎

是一个打扮：一身旧税服 ，一个黑提 包，包里也

总少不了笔记本、旧 笔头和一把修剪刀。他就

是郑德富。在枣阳提起财政局的“老郑”，只要

是种果树的农民，几乎没有不认识他的，大家都

亲切地称他“郑艺师”、“郑专 家”。

为果农发誓学技术

郑德富原是一名税务干部，1984 年因工 作

需要调到财政局，担任多种经营专管员。在他

第一次骑车下乡调查苹果生长情况时，正巧碰

上农民在挖果树，看着长得怪喜人的果树被一

刀一斧地砍掉，他 感到很痛心，便上前询问，农

民很惋惜地回 答：“只 怪我们不懂技术，种树多

年不结果，只有砍了烧柴禾”。看着眼前果树一

棵棵倒下，他恨不得一下子成为果树技术员，挽

救这些树。后来经过认真调查，像这样由于不

懂技术造成挂果少，甚至不挂果的果园，在全市

占到 60% 以 上。他 清楚地意识到，要当好一名

农财专管员，不仅仅是管管财务，发发周转金就

完了，还要懂得技术，用技术扶持生产，帮助农

民尽快脱 贫致富。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他暗下

决心：一定要把果树管理技术学到手。
掌握果树管理技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许多人种了一辈子果树也摸不清果树的脾性，

何况一个对果树根本不 了解的人，但他抱定一

个信念：只要铁了心，不怕学不会。他先从基础

理论学起，从书店买回 了几本专业书籍，自费订

阅了近十种专业杂志，白 天 下 乡，晚上看书 学

习，一学就学到深夜。渐渐地，他硬是迷上了果

树，开口 苹果闭口 桃，就连阳台上养了多年的花

也换成了桃子、柑桔树苗。除了学习 书本知识

外，他还虚心向有经验的果农学习，向园艺场的

技术员学习，他 随身携带笔记 本、旧 笔头，听到

新方法他就记下来仔细琢磨。不少朋友看到他

眼睛熬红了，身体消瘦了，皮肤晒 黑了，都劝他

说：“老郑，都四 十几岁的人了，还受那份洋罪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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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他不为所动，为农民兴果致富执着地钻研

技术。
在深入学习理论知识的基础上，他还深入

到田 间、地头观察试验。为 了解决果树幼年挂

果迟缓等技术难题，他说服了一户亲戚共同搞

试验。他选择十多种果树，采取不同形式的环

割、摘心技术作对比试验。有时为 了认真观察

某一关键环 节技术处理后的细微 变化 ，在果园

他一呆就是几天，吃住在果园，忍受蚊 虫叮 咬，

从不叫苦。经过 5 年的反复试验，写下了 10 余

万字的观察记 录，他终于摸索出了适合枣阳地

域特点的果树管理技术，那就是改冬剪为春剪，

坚持秋去大，春剪小，对幼树采取 5 月 20 日后

和 7 月 20 日前两次摘心技术，使结果枝组提前

2 年形成，解决了幼树挂果迟的问题。

为乡亲致富 奔波传技术

面对自己辛勤劳动换 来的可喜成果，郑德

富没有过多地陶醉，他要尽快把技术无偿传授

给广大果农，使技术变成滚滚财富。从此，他走

到哪里，就讲到哪里，看到哪里有果园，就主动

与果农搭话。说来也怪，只要他一讲，就会围上

许多人。有一次，他到蔡阳乡一个联 系点上传

授技术，碰巧这里正要放科教片，果农一见老郑

来了，一致要求等他讲完了再放科教片。果农

们认 为老郑讲授的技术实用，都称他是“农艺

师”。从此，“郑艺师”也就叫开了。以 后老郑每

次到蔡阳，果农们就是再忙也要放下活计听他

讲课。
1991 年 4 月初，郑德富下乡到七方镇熬坡

村，看到一片桃树长势喜人，但结果不多，就与

果农交谈起来。刚开始 果农听不进老郑的话，

在老郑反复劝说下，才同意选择两棵相似的果

树作试验，一棵按老郑的技术修剪，一棵按他自

己的技术修剪。两个月后，桃子成熟，一棵树结

果 100 多斤，另一棵只结了 20 多斤。这位 果农

亲自登门拉着老郑的手感激地说：“郑艺 师，俺

真服了你，今后俺的果树全按你的技术搞。”
太平镇吴庄村地处鄂豫边界山区，是一个

有名的贫困村。老郑得知村中一青年立志种果

树改变贫困面貌时，便下决心 要用自己的技术

引导他走上致富路，于是定期到果园里进行现

场指导。技术就是生产力，按照老郑的技术指

导，第二年的葡萄增产近 4 000 斤，增加 收入 3

000 多元。这个成功事例激发了全村种植葡萄

的积极性，如今该村 500 多人共栽种葡萄 300

多亩，成了远近闻名的葡萄村，1995 年仅葡萄

一项使该村人平增收 600 元以 上。乡亲们说

“俺村脱贫致富，多亏郑艺师。”

一人苦换来大家甜，值得

对于幸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多种经营专管员，郑德富的

理解是：只要以 我一人的苦能换来大家的甜，值

得！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 义务传授不

讲报酬，常年奔波不 觉辛劳。1995 年 7 月下

旬，他在蔡阳乡举办千人技术培训班，当时正值

盛夏，为了抓住技术关键茬口 ，接连讲了五 场，

每场都在果园里，边讲边实践。果园里气温高

达三四 十度，日烤地蒸，噪子嘶哑 了，皮肤晒 裂

了，乡长劝他休息一下再讲，但他看到果农们期

待的目 光，硬是咬 紧 牙关，坚持讲授。五 场讲

完，他病倒了。得知这一消息，果农们自发到医

院看望，在病床前他硬是又与果农聊起果树技

术来

在老郑的技术指导下，许多果农增产丰收，

他们富裕不忘“教师”，纷纷通过多种渠道表达

对郑艺师的谢意，老郑都一一谢绝了。他自己

常说：“我跑跑腿，讲点课，是分内工作，没啥 了

不起的。”他给自己立了一条戒规：果子熟了不

进果园。
十 几年来，郑德富凭着对工作的高度热情、

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果农的纯朴感情，先后

跑遍 了 全市 25 个乡镇 260 多个村，讲课 1000

多场次，培训果农 10 万余人，经他技术指导的

果园每亩平均增 产 600 斤以 上。面对成绩，他

没有陶醉，而是永不停顿地追逐着一个永恒的

目标：“只愿硕 果满枝头”。

（责任编辑  李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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