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海岛上建蔬菜大棚

2015年，初到青岛市农科院的张功
臣接到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对
驻朝连岛某部进行蔬菜种植技术帮扶。
接到任务后，他立刻和同事登岛调研。
朝连岛全岛面积不到 0.25平方公里，是
无淡水、无居民、无固定航路的“三无
岛”，也是距离青岛陆地最远、条件最艰
苦的海岛。

“要把论文写到海防一线上。”张功
臣告诉记者，在岛上，他看到了守岛官兵
以岛为家、不畏艰苦，新鲜蔬菜供应长年
依靠陆上补给，有时遇到恶劣天气，补给
船无法靠岸，官兵吃上一顿新鲜蔬菜成
为奢望。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帮助守岛
官兵解决这个难题。

岛上缺乏适合种植的土壤和淡水，
夏天还经常有台风和暴雨袭扰，冬天比
较寒冷也无法种菜。张功臣认为，在岛
上建蔬菜温室大棚是解决问题的完美方
案。2015 年，张功臣随专家团队 3 次登
岛考察，先后参加技术论证会 30 余次，
对温室结构设计和材料要求、运输建设
方案和技术规程、品种选择和茬口安排
等逐项分析论证。在大棚建设过程中，
张功臣又先后 7 次上岛指导，从设备的
装船、运输、卸载到安装、调试、使用，他
坚持亲历亲为。此前习惯于在实验室工
作的他，与战士们一起吃、一起睡、一起
组装大棚。

张功臣介绍，综合考虑岛上的条件
和战士们的技术掌握程度，他和同事选
择了省时省工的无土基质盆栽的方式，
安装了自动水肥一体滴灌设备，定时定
量灌溉，几乎没有水分和肥料流失，节水
节肥。此外，他还增加了棚面雨水收集
和水循环利用的设计，可最大程度提高
淡水的利用效率。大棚建造过程中，加
固了棚架结构，增加了压膜绳数量，同时
在棚膜和棉被外侧增加了两层防护网，

确保遇到台风等恶劣天气时大棚的安
全。岛上常有大雾，水汽中含盐量高，张
功臣为温室的钢架结构增加了防锈涂
层，增加结构的防腐能力。

历时 3 个月，克服无土、无淡水、台
风多、易腐蚀等四大难题，投资 60 余万
元、300 平方米的蔬菜无土栽培温室大
棚终于建在了海岛上。看着自己参与规
划、参与建设的温室大棚，张功臣觉得很
欣慰。

坚持定期上岛指导

温室大棚刚建好的时候，根据战士
们的喜好，张功臣选择的是适应能力强
的生菜、菠菜、芹菜、韭菜等四五种绿叶
蔬菜。对于张功臣和守岛官兵来说，更
重要的是，如何让蔬菜在海岛的温室大
棚里像在陆地上一样长得好。

2016 年开始，张功臣定期上岛，现
场指导温室大棚管理、蔬菜种植，从调试
温室设备，到播种、育苗、定植、水肥管
理，他手把手帮助战士们掌握无土栽培
蔬菜技术，跟踪掌握蔬菜生长情况。
2016年春节，驻岛官兵第一次吃上了用
自己种植的芹菜、韭菜包的饺子，慰藉了
思乡之情，这也让他们第一次尝到了蔬
菜自给自足的“甜头”。

“张博士，芹菜叶子发黄这是为啥
呢？”“无土栽培肥料怎么配制？”“甜瓜怎
么留瓜？”“黄瓜为啥‘坐’不住瓜？”……
除了定期上岛外，平日里，张功臣和官兵
们借助手机就岛上果蔬种植聊得热火朝
天，有时更是利用网络对蔬菜长势进行
远程“会诊”，指导驻岛官兵的蔬菜生
产。就这样在一次次的交流中，战士们
蔬菜种植水平越来越高，现在已经尝试

种植西瓜、甜瓜等水果。
当记者问起温室大棚运行情况时，

张功臣自豪地对记者说，岛上的温室大
棚运行一切正常，因为设计时考虑了冬
季保温，墙体进行了加厚保温处理，安装
了新型保温棉被，在冬季依然可以进行
蔬菜生产。“前两天和战士们视频通话时
看到，大棚内绿意盎然，油菜、生菜、小白
菜、韭菜、菠菜等长势良好。”张功臣介
绍，如今，一年四季可栽培 12 个品种的
叶菜类蔬菜和 7 个品种的果菜类蔬菜，
每年种植新鲜蔬菜不仅丰富了官兵的餐
桌，也为官兵的驻岛生活增添了色彩。

张功臣以科技助力“三无岛”种出
的绿色蔬菜，让官兵们每天都能品尝到

“美味”。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岛上
的官兵换了一批又一批，张功臣的守岛
官兵好友也增加了一个又一个，他始终
牢记“拥军工作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永远在路上”，怀揣着炽热的爱国拥
军情怀以及对驻岛官兵的深情厚爱，坚
持跟踪服务，全力以赴保障温室大棚的
正常运行。

让高原官兵吃上黄瓜西红柿

如果说，建在海岛上的温室大棚是
守岛官兵心中的“海洋绿洲”，那么，建设
在高原上的温室大棚就是边防官兵心中
的“高原绿洲”。工作 8 年来，张功臣始
终把科技拥军放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
手上，守护着边防官兵的餐桌。

张功臣还4次到访新疆军区边防连
队开展温室种植调研和技术培训，从高
寒的帕米尔高原到茫茫的北疆戈壁，行
程上万公里，协助解决部队的大棚蔬菜

种植难题，并针对高原气候特点试种蔬菜
新品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018年，张功臣受邀参加了新疆军区
“菜篮子”工程计划——农业科技服务进基
层活动。他同科技服务团走访了北疆5个
边防连队，实地查看部队的日光温室 12
个、养殖温室10个，召开座谈会5次。针对
高寒地区日光温室存在的保温效果差、光
照管理不科学、大水漫灌和土壤盐碱化等
问题，他进行了讲解和指导，以农业科技力
量助力解决边防官兵吃鲜菜难的问题。

在海拔4700多米高原的某边防连，张
功臣参与升级改造高原蔬菜种植示范基
地，引进新型防水保温被、卷膜机、植物栽
培专用补光灯，更换了防紫外线棚膜，并
针对高原气候特点试种蔬菜新品种。在
张功臣的努力下，目前高原蔬菜种植基地
运行良好，黄瓜、西红柿等以前难种植的蔬
菜品种均成功种植，切实保障了边防官兵
的“菜篮子”。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科
技拥军过程也是自我提升的过程，在与官
兵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锤炼了心
志，深切体会到了新时代边防官兵在艰苦
恶劣环境中乐观、积极的精神状态，我也被
他们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奉献精神感动。”
张功臣表示，他将一如既往地做好科技拥
军工作，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和技术特长，把
青岛市农科院更多的蔬菜新品种、新技术
推广到部队，助力军民融合“菜篮子+”工
程的实施，让农业科技在边海防建设中结
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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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 10 次登岛、克服四大困
难，搭起蔬菜温室大棚，让守岛官兵
实现“蔬菜自由”；行程上万公里，帮
助官兵升级改造蔬菜种植示范基
地，引进新科技，让驻守官兵吃上了
新鲜的黄瓜、西红柿……青岛市农
业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功臣获
评2023年“齐鲁最美拥军人物”，多
年来，他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将农业
科技成果应用到边防一线，让战士
们都能吃上新鲜的蔬菜。

张功臣在海岛上的温室大棚查看蔬菜生长情况。

张功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