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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薯是一种高产作物，营养丰富，具有一定的防癌
功效，是我国广泛种植的传统农作物。 在郸城县，农业
专家贾连东经过多年的摸索，种出了“空中红薯”。他在
嫁接技术的基础上，研发了营养转移技术，打破了红薯
生长的土壤空间局限和营养输送限制， 使红薯产量大
幅增长，单个红薯重量突破 7公斤，单株红薯重量突破
30公斤，试验田核算红薯亩产突破 1.5万公斤。

今年 69 岁的贾连东， 是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退休
干部、高级农艺师，先后荣获“周口市优秀青年科技人
才”“周口市科技拔尖人才”“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等称
号。

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在 40多年前物
资相对匮乏的时代，作为一名农业专家，贾连东接触红
薯种植领域时，最大的目标就是让红薯高产。

40 多年来 ，贾连东不畏炎热酷暑 ，趴在红薯田
里观察红薯秧、 茎、 根的长势， 脸被晒成了 “红薯
色”。 他常打趣说“这才是我的本色”。 遇到困难时，
他奔波全国各地，寻求与上级科研部门的密切合作，
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将红薯亩产从 1500 多公斤提
高到 3000 多公斤。他的红薯高产研究攻关田经国家
级科研单位联合验收， 红薯亩产突破 6000 公斤，为
红薯高产高效栽培探索出了新的技术模式 。 如今 ，
“郸城红薯”已成为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贾连
东先后完成省、市、县农业科研项目 160 项 （次 ），推
广农业新技术 136 项，发表学术论文 12 篇。

“我要让新的红薯种植技术带动更多人致富。 ”贾
连东说。在豫东的红薯田间、红薯专业培训课堂、高素
质农民培训班上，总能见到贾连东的身影。

贾连东说：“创新无止境，学习不能止步，为农业
增产、农民增收贡献最大力量，这是我的初衷。 ”

郸城县飞翔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贾云飞说 ：
“贾老师上门为我们指导服务， 为红薯丰收打下良

好基础。 在他的指导下，我们的 1000 多亩麦茬红薯
亩产均超 3000 公斤 。 ”贾连东扑身一线 ，有力推动
了郸城红薯产业发展。 他还与河南省农科院紧密合
作， 共同研发并培育出商薯 19、 西瓜红等优质、高
产 、高淀粉红薯品种 ，这些红薯品种全部实现了脱
毒种植。

长年躬耕于田间，贾连东落下一身病。 但他身怀
赤子之心，痴心不改地走在红薯科研领域的前沿。

贾连东：心有所“薯”勤耕耘，坚守情怀四十载
□记者 徐松□通讯员 何莉莉 张琳 文/图

本报讯 为加强离退休干部和老年学员思

想政治建设，近日，商水县老干部大学举办专
题思政课堂活动。 商水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县老干部大学常务副校长张金贤作专题授

课， 商水县老干部大学师生代表及商水县离
退休党支部书记代表、银龄志愿者等 200 余人
参加活动。

张金贤以《坚定理想信念 永葆政治本色》
为题，作了专题授课。 他强调，老同志要持续
加强政治理论学习，通过阅读党报党刊、参加
党组织活动等，及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要充
分发挥示范作用， 在家庭和社会中传播正能
量；要立足自身优势，为商水县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智慧和力量。

离退休干部和老年学员纷纷表示， 通过参
加此次专题思政课堂活动， 他们进一步坚定了
理想信念，明确了政治方向。 今后，他们将以此
次活动为契机，不断加强自身思想政治建设，永
葆政治本色，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增添正能量。

商水县老干部大学
举办专题思政课堂活动

������贾连东（右）在实验室研究红薯脱毒试
管苗（资料图片）。

□通讯员 徐定 李杰 李玉华 文/图

本报讯 近日， 市老干部摄影家协会组织
20 余名会员赴扶沟县、 西华县开展红色教育
采风活动。

在吉鸿昌将军纪念馆， 会员们认真聆听
讲解员的讲解， 重温抗日英雄吉鸿昌将军的
英勇事迹，深刻感悟其“做官即不许发财”的
家国情怀。 在大程书院， 会员们通过拍摄碑
刻、古建筑等，领略古代书院文化的魅力，感
受书院浓厚的文化氛围。 在西华五七干校旧
址和黄泛区农场场史馆， 会员们通过实物与
照片，重温了往昔艰苦奋斗的岁月，感悟先辈
精神， 汲取前行力量。 在西华县无人机产业
园，会员们边拍摄边感慨，对低空经济的飞速
发展赞叹不已。

会员们纷纷表示， 通过参加此次红色教
育采风活动，他们不仅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
还激发了爱国情怀。 今后，他们将继续用镜头
记录时代变迁，传递正能量。

市老干部摄影家协会开展红色教育采风活动

活动现场。

会员们参观西华县无人机产业园。 通讯员 单红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