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报8月1日讯 今天是“八一”建
军节，一艘满载淡水的渔船驶离沙子口
码头，向东南方向一路前行。伴着发动
机隆隆的轰鸣声，由青岛市农科院 5 名
农技专家组成的科技拥军服务团围坐在
渔船的前甲板上，热烈讨论着即将再次
见到的那个有特殊意义的蔬菜大棚，浪
花翻过船舷溅上眉梢，打湿了衣襟，意兴
盎然的一行人却沉浸在科技拥军的规划
与畅想中，浑然不觉。

岛上吃菜曾是大难题

一日三餐能吃上新鲜蔬菜对普通老
百姓来说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了，
可对海军某部驻岛官兵们来说，却是之
前多年难以实现的愿望。朝连岛位于青
岛海域东南，这座由“海里岩石挤出来”
的石头岛，俗称“三无岛”——无淡水、无
居民、无固定航路。驻守在岛上的官兵
们吃菜常年依靠陆上运送，到了冬季，遇
到大雾大风等特殊天气，补给船无法上
岛，只能靠海水泡黄豆以解燃眉之急。
但驻岛官兵常年以岛为家、苦中寻乐，克
服天气、气候、海水潮湿等诸多困难，守
护好祖国的海疆安全。

“我在岛上当兵已经二十多年了，以
前日子确实苦，没有青菜吃，没有风景
看。”朝连岛上的一位战士向记者讲述了
以往的经历，“有一年，几位战友的家属
带着孩子来岛上过春节，正好遇到大风
大浪天，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几个五六岁
大的孩子没吃到一点绿菜。最后没办
法，只能把种在水里的两头大蒜发的绿
苗苗剪下来，给孩子们做了顿面条。那
时候，战士们默默达成了一个共识——
回家探亲，什么都不带，也要带回一包
土。来自全国各地的泥土汇集在一起，
积少成多，岛上就有了一块一亩多的菜
地。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种植一
些简单的蔬菜。那一点点青菜，真是比

啥都好啊。”
2015年，青岛市农科院党委接受了

青岛市委市政府对海岛官兵进行蔬菜种
植帮扶的任务。

建起大棚种出绿色蔬菜

青岛市农科院党委组织专家团队3次
登岛实地考察，针对岛上长年气温较低、供
给运输距离长等实际情况，先后组织召开
技术论证会30多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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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连岛特殊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岛上
风力大、温差大，栽培设施（温室）必须能
抗11级大风。经专家组反复论证，决定
在现有适于半岛地区的温室结构基础上，
墙体加固加厚，棚膜外面加网防风，从结

构和设备方面确保能抗大风，最大限度保
证蔬菜生长所需要的阳光和空气。

蔬菜种植，单靠雨露滋养，难以为
继。专家们调研时发现，岛上可以收集
部分雨水，经过检测，水质完全达到蔬菜
生产标准要求，于是决定采用最节水的

“无土栽培—水肥一体化—循环利用灌
溉用水”技术解决这一难题。

2015 年 11 月上旬，历时半年的时
间，由青岛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投资60余
万元的冬暖式日光温室大棚如期落成。
建成高标准蔬菜无土栽培温室300平方
米，配置新型保温材料、无土栽培基质、
扩容雨水收集系统、水肥一体针式滴灌
和废液回收循环利用技术，栽培菠菜、芹
菜、韭菜等多种绿叶蔬菜品种，每年能产
出新鲜蔬菜约 9000 公斤，以科技助力

“三无岛”种出绿色蔬菜，守护海岛官兵

的一日三餐，也让这个海岛部队从此告别
了吃菜全靠外运的历史。

“为了让战士们尽快掌握蔬菜无土栽
培技术，从蔬菜的育苗、移栽、水肥管理，到
大棚的温湿度调控、通风换气、维护保养
等，我们每次上岛都是手把手教，还接战士
来农科院面对面学。2016年春节，驻岛官
兵第一次吃上了用温室生产出来的芹菜和
韭菜包的饺子，看着他们那高兴劲儿，让我
感到熟悉、亲切又感动。”青岛市农科院张
功臣博士说。

回首 7 年科技拥军路，满载着青岛市
农科院干部职工强烈的爱国拥军情怀以及
对驻岛官兵的深情厚爱。如今，青岛市农
科院建立健全了科技拥军长效机制，每年
都拿出6万余元用于温室大棚设备的定期
维护、种苗和基质等生产资料的配送，并对
官兵进行技术培训。

多样菜品暖到战士心里

从 2015 年油菜、生菜、芹菜等叶菜丰
收，到如今一年四季12个品种的叶菜类蔬
菜和 7 个品种的果菜类蔬菜，岛上的蔬菜
种植和生产已经从能种活、长得好发展到
品种的多种多样，无土栽培、嫁接育苗、植
物疫苗、温室环境调控、病虫害绿色防控等
多项高新技术集中加持常规管理手段，为
这座“三无岛”带来一抹新绿的盎然生机。
从依靠陆上运送蔬菜，到如今从大棚直接
把蔬菜端上餐桌，新鲜欲滴的菜品改变了
以往官兵的膳食结构。

刚调到岛上驻防的新兵难掩对温室大
棚的喜爱，“平时完成训练任务以后，我们
都喜欢到大棚里帮忙打理打理，剪剪枝、打
打叉，摘摘西红柿、黄瓜什么的，就是没啥
事干，也想进来看看、逛逛。大棚里有最好
的蔬菜品种和最先进的栽培技术，大棚外
有祖国的万里海疆，这种经历会让我终身
难忘。”（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王彤
通讯员 冯志 阮桂丽）

早报8月1日讯 在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95个建军节到来之际，青岛市即墨
区尚德无偿献血志愿大队携手即墨区橄
榄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共同组织开
展了“在部队保家卫国 回社会献血救
人”的无偿献血主题活动，77 名退役军
人和志愿者撸袖献血2.9万毫升，以爱心
传递的方式庆祝属于他们自己的节日。

首次踏上献血车的辛宣科不仅是一
名2021年刚刚退役的军人，还是一名共
产党员。当看到退役军人献血活动号召
时，毫不犹豫地报上了名。辛宣科说：

“这是自己退役后第一次过八一建军节，
应该用这种更有意义的方式来庆祝，让
我们的热血来挽救更多的生命。”

“在献血车上我们看到了退役军人
不一样的情结，他们的战友情、父子情在
此次献血活动中也得到了深刻的体现，
让爱心献血车更加充满温情。”青岛市中
心血站工作人员说，毛宗暖、张弘、焦长
彪、李峰四人是同一年的兵，四人虽然现
在不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但他们志趣相
投，此次献血活动携手报名参加，默契十
足。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首席记者
孙启孟 通讯员 梁珍霞 何丽芹 任霄惠）

早报8月1日讯 精心设计的军事
理论课、“沉浸式”红色主题教育、“体验
式”校园国防文化活动……青岛理工大
学加强组织领导、突出教育引领、加大宣
传力度、完善服务保障，连续多年实现报
名人数和征兵人数“双增长”。

“学校聚焦工作合力，强化多方联
动，想方设法变思路改手段，截至目前，
学校大学生应征报名500余人，比去年同
期增加 200 余人，征兵质效再创历史新
高。”青岛理工大学学生工作处处长、武装
部部长焦红良表示，青岛理工大学实施

“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第一课堂与第二课
堂相结合、广泛宣传与重点动员相结合、
退伍学生与榜样人物相结合”方式，让携
笔从戎、参军报国成为大学生的自觉行
动和光荣选择，掀起“校园崇军风”。

学校利用官方融媒体平台推荐线上
征兵宣讲小程序——“开往军营的青征
号”，用短视频直播平台组织线上征兵政
策宣讲直播活动，打破了传统宣传模式，
让青年大学生充分了解征兵政策、了解部

队生活；通过选派专职辅导员担任征兵工
作宣传联络员，整合退役士兵、学生骨干
等力量深入班级担任学生义务征兵宣传
员，利用党团活动、主题班会等多种形
式，将宣传触角覆盖到每位学生，打通征
兵宣传“最后一公里”；学校成立以返校
复学退役大学生为主体的大学生社团组
织——军事爱国者协会，向学生讲述军
营点滴，切实做到军旅故事入情入境。
退役士兵祁天海说：“我把我的从军经历
讲给同学们听，大家听了后都很受鼓舞，
青年人就应该心怀天下、为国效力！”受
祁天海影响，先后有舍友6人积极响应国
家政策成功参军入伍。学校工作处副处
长、武装部副部长王栋栋表示：“沉浸式
宣传把线下宣传场景拉到线上来，把征
兵宣传与国防教育有机结合，回应了大
学生关切的问题，对高校思政建设和全
民国防教育也起到了融合促进作用。”

“一篮子”政策提供应征入伍“伴随
式服务”。从学生在校园中多渠道获取
征兵资讯、拨通征兵热线开始，都有教师

悉心解答他们的疑问，协助他们办理各
项手续，并提供校医院专属身体健康初
检、心理咨询中心教师特约访谈等服
务。学校将有入伍意向的同学纳入“军
事爱国者协会”，通过退伍老兵带准新
兵，完成政治理论学习、日常适应性体能
训练和入伍前心理适应等校内役前训
练。青岛理工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退役大
学生士兵丁毅介绍，在校的役前训练，训
练人是与“准新兵”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学
长学姐，减轻了同学们的心理压力，大幅
提升了同学们正式参军入伍的信心。

学校学生工作处国防教育科季献涛
老师说：“我们把应征入伍学生的需求放
在心上，做到全程参与，在各个环节为大
学生应征入伍开辟‘绿色通道’，及时妥
善解决应征学生的各种需求，加大帮扶
力度，切实解决了应征入伍学生遇到的
难题和后顾之忧。我校参军入伍学生在
思想、心理、身体都经过了严格的考验，
近7年的退兵数为0。”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钟尚蕾）

驻岛官兵稳稳吃上绿叶菜
青岛市农科院坚持7年科技拥军助力驻青“三无岛”某部建起蔬菜大棚

青春写下军营梦
青岛理工大学“线上线下”打出征兵组合拳 500余学子参军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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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军人组团献热血

青岛市农科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崔健（右二）为驻岛战士讲解蔬菜种植技术。农科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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