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把财富装进农民兜里的人 

              —记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科技特派员李德泽 

 

创业人物简介 

李德泽，男，1960 年生，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硕士生导师，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黑龙江省科技特派员，黑龙江省品种审

定委员蔬菜登记委会委员，黑龙江省园艺学会常务理事，黑龙江

省农科院蔬菜学科首席专家，全省蔬菜生产专家指导组成员，《黑

龙江农业科学》、《北方园艺》编委，大庆市专家委员会委员，大

庆棚室生产技术学会秘书长，大庆市九届人大农林委委员，大庆

市九三学社社员，荣获大庆“十一五”期间具影响力人物，“大庆

市好人”称号。 

 
   2012 年 7 月李德泽带领专家团在肇源福兴乡棚室现场指导 

创业事迹 

2009 年被大庆市从科研院所选派实践经验丰富的科技人员到

乡镇挂职科技副乡镇长。李德泽被派到大同区八井子乡任科技副

乡长。上任时正值大庆市大力发展棚室经济，他充分发挥专业特

长，为政府出谋划策，为农业企业及合作社提供技术支撑，为农

民选择种植项目，办技术培训班，电视讲座，电话咨询，组织多

学科专家团巡回指导，解决多项生产技术难题。 



一、塑造精神，投身农业终不悔 

酷暑时节，三十多度高温，大棚温度则达到四十度，离不开

土地的农民们也很少下地了，只有他在枝蔓和花簇间忙碌着，时

而精心地管理侍弄，一朵花一朵花地杂交试验，时而停下手中的

活计，精心比较着，仔细研究试验着，深深思考着……在我市棚

室主产区的每平方米土地上几乎都留下过他的足迹。其实，了解

李德泽的同志早已习惯了，因为他就是这样过来的，他一直辛勤

工作在科研、生产第一线，养成了吃住田间、亲自调查的事必躬

亲的工作习惯和态度，一年到头在家是有数的，总是摸爬滚打在

田间。对于他来说，终年奔波劳累，手中的枝蔓花瓣是他美好理

想的写照，让他无暇品尝劳苦，只在心中酿造着献身事业的幸福

和快乐。投身农业的快乐激励着他，因此，他总噙着微笑，挥洒

着诙谐幽默，展示着一种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体现着一名优

秀农业工作者的可贵品质、高尚情操和生命律动。为工作、为事

业全身心投入的品质一直在延续、在释放，成为感染周围同志、

支撑一方事业的精神力量，为事业发展和农民富庶奉献实实在在

的价值。另一个价值在于，在浮躁的氛围中，李德泽同志为我们

塑造着一种精神，塑造着一种生命状态，塑造着一种对理想、事

业、人生和责任的深度认识和诠释，并为之奋斗不止，令人感动，

令人钦佩，更令人思索。 

二、打磨事业，练就一身过硬本事 

李德泽同志并非师出名门，也没有显赫的学历本本，一米六

零的外在，却积淀了丰富的内涵，没有虚饰浮华，练就了一身学

术、科研真本事。李德泽同志主要从事西甜瓜育种与高产高效栽

培技术研究，科研及实用技术等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是我省

西甜瓜科研工作领军人物，获得三十几项科研成果，发表五十多

篇学术论文，先后自主育成省级审定的瓜菜新品种 20 多个，其中

甜瓜新品种 9 个，西瓜新品种 3 个。 2006 年至 2009 年分别考察

了辽宁省金城蔬菜原种场国内国际蔬菜制种基地、山东省寿光蔬

菜生产基地、山东东营盐生植物园、天津农科院盐生植物园、北

京市小汤山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对各地先进技术和成功经验进行

潜心研究和吸收消化，总结整理了大量基础资料，为大庆市盐碱

地改良和利用提出了开创性的配套技术和战略性发展思路。小品

种成就大事业，目前，在李德泽同志的谋划下，棚室生产已经成

为我省农业科研和农业生产上的一大亮点，受到各级领导及广大



农户的关注和肯定。在李德泽同志的努力实践和积极促成下，一

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伴随着一项甜美的事业正在兴起。 

三、打造团队，承续事业做蜡烛 

打造技术突出、品质优良、能打硬仗的专家教授科技服务团

队，组建整合东三省农民技术服务团队是李德泽同志对农业科研

和棚室生产的又一大贡献。李德泽同志把大学园艺园林系的教授

教师、科研院所的专家农业科研人员及市县农技推广人员组建成

农业专家服务团，服务农业生产。大庆发展棚室生产，他又把黑、

吉、辽多年从事棚室生产经验丰富的农民技术员培训整合成农民

技术服务团。李德泽为这两支团队建设可谓呕心沥血，在技术、

素质、思想等方面细心呵护、言传身教，加担子、加责任，除一

如既往亲自下田间外，把许多荣誉和成果给年轻同志，自己更多

的是在幕后，由于他对荣誉和成果的无私礼让，使他失去很多获

得荣利的机会，可他依然注重这只团队建设和人才的发展。目前，

这两支团队人员越来越多，各个身怀绝技，组合定岗服务在五大

连池、阿城良种场、双鸭山及大庆的五区四县。这些专家把精力

交给农村，把时间交给了棚室，棚室生产天天有变化，随时都能

出现毁灭性灾害，专家们觉睡不好，饭吃不香，一年 365 天，天

天都枕戈待旦，随时赶往事发地点拿出他们的绝活去救灾解难。

人到病除田丽美专家、一剪救了农民葡萄园的赵永生专家、让大

庆温室草莓产量达 3 吨的赵长杰专家、温室甜瓜产量翻了一翻杨

志英专家、春棚西瓜起垄有讲究的徐俊德专家、三片膜扣棚有绝

招的张铁存专家和一招值千金的李德泽专家。农民富了，农民笑

了，李德泽日渐消瘦，形象沧桑，他却如同一只蜡烛，依然那样

充斥激情和热度！ 

四、服务农民，实现夙愿引自豪 

李德泽同志在自己的一段文字里说过：我是农民的儿子，对

农村、农民有特殊感情，我的一切归根到底是为了农民，是报答

农民的一份养育之恩。因此，他总是带着一份真情和真知去关心

生产，深入基层，参加“科普之冬”活动，向农民传授农业技术。

几年来，他累计培训农民 10000 多人次，先后在五区四县推广薄

皮甜瓜吊蔓高产栽培、大棚二季番茄栽培等 30 多项实用技术。他

经常走村屯、入农户、上讲台、进棚室、到田间，凭借一名科技

工作者的执着与奉献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成为农民争相追逐的

科技明星，群众茶余饭后谈论的财神爷。经他培训的农民许多人



脱贫致富，成了科技能手和土专家。 

李德泽同志被选派到八井子乡担任科技副乡镇乡长，他说，

职位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但这实在是和农民、农村近距离接

触的最好机会，也是发挥作用的机会，因此，他第一个赴任报道，

突出技术宣传指导，积极参与乡里农业工作和重大决策。李德泽

同志自豪地说，我要转变工作角色，为乡科技事业和农业产业发

展倾尽绵薄之力，而熟悉他的农民朋友们说，他们有了一个当领

导、懂技术、知冷暖的贴心朋友。每一次活动，他都对自己的事

业有了一份新认识，对农业有了一种新感受。扎根农业，服务三

农，是他最大的自豪! 现在，我们明白了，当一些人在失败中自艾、

在浮华中陶醉、在浪漫中在虚掷时，他能够对所从事的，一般人

看来辛苦而枯燥的事业，是那样心无旁骛，矢志不渝，淡定从容，

豁达高远，因为他心里盛满科技工作者的良知和使命，盛满农民

朋友付出多多、获取少少的现实灼痛，盛满衣食父母渴望收获、

渴望富裕的强烈期盼！ 

五、辟建航天育种科研示范基地，助推大庆棚室产业 

为了更好地践行“论文写在大地上，成果留在农民家”服务

宗旨，李德泽带领他的团队，先后辟建了八井子农业科技示范基

地、大庆市航天育种基地、林甸四季青温泉新城农业科技示范园

区、银浪牧场农业科技示范园区、阿城良种场农业科技示范园区、

北大荒农业科技生态示范园区。 

2012 年，李德泽被派到大庆市大同区任科技特派员。在大庆

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大同区政府、高台子镇政府合作，在果

蔬合作社服务区内，创建了 27万平方米的大庆市航天育种基地（黑

龙江八一农垦大学航天育种基地）。2011 年神舟八号搭载的西甜瓜

种子经海南岛加代、春季大棚加代，落户航天育种基地大棚内，

早熟性和生长势明显优于其他资源。中国北方航天育种工作站落

户油城，大庆市航天育种基地成为中国继中国（长沙）航天育种

示范基地、海南航天工程育种基地之后，代表北方高纬度气候特

点唯一的寒地育种基地。此基地目前已成为大庆市继铁人纪念馆

之后最具参观价值的特色农业景点。 

李德泽仅仅为让胡路区就培训农民 20 多次、3 次带团去红骥

牧场园区规划、无数次进农民棚室技术指导。李德泽多方联系，

为农民与哈尔滨蔬菜经销商签订番茄收购协议，为大庆市银浪绿

洲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承揽了 120 万株番茄育苗订单，新建成的 7



个大棚当年收益几十万元。 

林甸四季青温泉新城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坐落在中国最大的盐

碱地棚室区，6000 亩棚室建成后投产率很低，成了领导专家心中

的一个大负担。李德泽向高新区申请盐碱地改良利用专项资金，

组织技术服务团入住园区，对棚室调研，根据盐碱程度分类，盐

碱程度低的集成国内外盐碱地改良技术加以改良利用，盐碱程度

重的棚室采用基质栽培、食用菌生产、动物养殖等方式直接利用。

由于李德泽团队的技术支撑，鹤乡园合作社、齐心合作社、李山

合作社、福兴番茄合作社、银浪绿洲合作社及仁博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北京井田有限公司、韵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先后入住园区，

开发了番茄、甜瓜、食用菌、葡萄四大产业，全部棚室开发利用，

番茄远销上海、杭州、南京、广州、重庆、成都，甜瓜销往大庆、

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 

李德泽同志在领导心中，他是一个不图名利，乐于奉献，勇

于担当的老大哥；在年轻同事的心中，他是慈父严师，言传身教、

臵身幕后、激情燃烧的蜡烛；在农民心中，他是救治得病庄稼华

陀，保佑丰收致富的财神爷。这就是李德泽，一个脚踏实地的人，

一个在大地上书写论文的人，一个把科技成果落实在田间地头的

人，一个把财富装进农民兜里的人。 

 
2012 年 8 月，指导林甸四季青农民受灾棚室灾后救治 

主要成效 



李德泽先后在大庆市五区四县推广薄皮甜瓜吊蔓高产栽培、

大棚二季番茄栽培等 30 多项实用技术，现场为农民解决实际问题

2000 多个，累计培训农民 10000 多人次。牵头辟建了 27 万平方米

的大庆市航天育种基地、林甸四季青温泉新城农业科技示范园区、

银浪牧场农业科技示范园区、阿城良种场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北

大荒农业科技生态示范园区。组建了教授专家科技服务团和农民

技术员服务团。引进 5 个专业种植合作社和 3 个农业开发公司。

大庆棚室增收 1.7 亿元。 

 
 

2012 年 7 月李德泽在大同区特色果蔬研究所超大西瓜棚内整

枝管理 



 
 

2011 年 7 月吉炳轩书记视察园区，李德泽介绍棚室种植粘玉

米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