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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铁们，大家好，我是朱典

玉。”这句视频开场白，朱典玉已经

说了9年。视频中，他介绍自己前期

拍摄的黄瓜，这些受到冻害的黄瓜

植株，经过三次调理，叶片状态已经

明显好转。截至目前，朱典玉已在

社交媒体账号发布3000多条助农视

频，圈粉11万。

　　日前，记者跟随朱典玉前往移

风店镇太平庄村农户谭瑞霞的黄瓜

大棚，朱典玉细心地发现个别叶片

出现霜霉病、细菌性圆斑病等症状，

他提醒谭瑞霞及时干预，嘱咐她要

加强通风排湿，小水勤浇，薄肥

勤施。

　 　 前 古 城 、沟 西 村 、太 平 庄

村……记者看到，朱典玉手中有

一张小纸条，上面记录了当天要

去的6家农户。据朱典玉介绍：

“最少五六家，最多的时候一天跑

12家。”

　　话音刚落，朱典玉便接到了

一个求助电话。“你别着急，我下

午就过去看看。”他耐心安慰着电

话那头的农户。近期，由于开春

蔬菜种植品种增多，朱典玉格外

忙碌，因为每天的“接诊”不同，

朱典玉总会在出门前根据地理位

置、轻重缓急情况做好当天的出

行计划。

　　“其实一开始我自己也不会，从

‘小白’慢慢成长为技术人员，我用

了近30年。”当记者说起“正高”身

份 的 时 候 ，5 3 岁 的 朱 典 玉 有 些

腼腆。

　　1996年，朱典玉在即墨移风店

镇西朱家庄村承包了12亩地，种植

黄瓜、西红柿、芸豆、萝卜等，开始了

他的种植之路。最初他种的菜品口

感差，销路不畅。

　　为解决品质问题，朱典玉除了

请教一些有经验的农民，还购买了

不少关于蔬菜种植的书籍自学，他

还经常跑去青岛市农科院和各级

农技部门，找专家请教，甚至多次

自费去寿光考察学习蔬菜种植

技术。

　　2003年，朱典玉成为村里第一

个装宽带用电脑的人，他继续在网

络中寻找更多的种菜“秘籍”。经过

多年探索实践，终于生产出产量高、

口感好、低成本、无公害的蔬菜，产

品供不应求。

　　随着自己种菜技术的提高，朱

典玉也更加注重理论的学习与思

考。他参与编撰了《北方蔬菜报》蔬

菜“病毒全攻略”技术专刊，还在一

些全国性报纸期刊刊发了10余篇论

文。2021年，朱典玉通过了青岛市

职业农民高级职称评审，成为正高

级农艺师。

　　说起做短视频的初衷，朱典玉

说：“我拍短视频不是为了当网红，

而是想通过农技短视频，让大家伙

少走弯路、多赚钱！”

　　“有的农民辛苦种菜，但因为

销路不行，菜烂到地里、倒到沟

里，令人非常痛心。”于是，他下

决心成立专业合作社，培育特色

农 业 ，用 高 质 量 产 品 助 力 乡 村

振兴。

　　2018年2月，朱典玉带领移风店

镇16个村庄的128户农民，创办了青

岛恒源顺生态果蔬种植专业合作

社；为了让农民更好掌握新品种与

新种植技术，2019年，朱典玉在青岛

市农广校的帮助下，创办了青岛恒

源顺农民田间培训学校，举办各种

讲座近60场，累计受益农民3000余

人次。

　　朱典玉本是高中毕业，后来自

学大专，他深知光打电话，或者在

微信上聊，没有现场手把手交流，

还是不容易学会。于是，他俯身给

农民示范掐叶子该掐多少、疏花疏

果的程度、施肥的比例等等，并将

这些一一拍进视频。

　　能 够 成 长 为 一 个 种 植“ 专

家”，朱典玉的经验是从无数个农

民手中积累而来的，这也是无数

个田间“朱典玉”的共同财富，他

始终坚持：“我的初心就是做给农

民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把钱

赚！”

(融媒记者)

朱典玉：田野里走出的

“正高”级农艺师 　　文明，是千年商都的文化根脉，是即墨儿女的

精神底色，更是城市发展的永恒追求。文明行为

人人践行，城市文明共建共享，为了让我们的城市

更加文明和谐、美丽宜居，我们发出如下倡议：

　　一、文明观赛，共筑和谐

  公共空间是文明的展示窗口。观赛时，以

掌声传递热情，用秩序彰显素养——— 不翻越护

栏、不投掷杂物，尊重选手与裁判；观影观演

时，保持安静、手机静音，不随意走动或使用闪

光灯，共筑和谐有序的公共环境。

　　二、文明餐饮，节俭为荣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践行“光盘行动”，

拒绝舌尖浪费；推广公筷公勺，守护健康饮食；家

庭聚餐按需备菜，宴席庆典不讲排场，剩菜打包

成习惯。以餐桌为起点，让节俭美德融入生活点

滴，让“粒粒皆辛苦”成为文明餐桌的永恒主题。

　　三、文明出行，礼让守规

　　车让人，让出温情；人守规，守住平安。驾

驶者礼让斑马线，不抢道加塞；骑行者佩戴头

盔，不逆行闯灯；行人过街专注通行，不低头玩

手机。用规则意识织就交通文明网，让“各行

其道、互相礼让”成为街头最美风景。

　　四、文明婚礼，移风易俗

　　爱情无需铺张，幸福贵在真心。倡导简约

婚礼，拒绝天价彩礼与繁冗流程；以集体婚礼

等形式替代排场攀比，用真诚仪式传递情感本

质。回归家风传承，注重孝老爱亲，让“简约不

减爱”成为幸福注脚，引领新时代文明婚俗。

　　五、文明祭祀，绿色殡葬

　　一束鲜花寄哀思，云端追忆更清明。用网

络传递思念，摒弃焚香烧纸、撒抛冥币等陋习，

让清明更“清”、中元更“明”；殡葬仪式从简，践

行厚养薄葬理念，推广生态安葬。用清净环保

之举告慰先人，守护绿水青山。

　　六、文明养宠，责任同行

　　科学驯养责任共担，做有温度的“文明养

犬人”。遛狗必牵绳，主动避让老人孩童；随身

携带清理工具，维护环境卫生；定期接种疫苗，

以文明养宠守护邻里和谐。

　　七、文明旅游，守礼有节

　　脚下是历史，眼中是文明。游览时轻声慢

行，不攀爬文物、不刻字涂鸦；尊重当地民俗，

垃圾随手带走，拍照礼让有序。用自律守护自

然与人文之美，让“文明游客”成为旅途亮丽名

片。从细节做起，共绘诗与远方的和谐画卷。

　　八、文明网络，清朗共建

　虚拟亦有界，言行需有度。理性发声不传

谣，抵制低俗谩骂；保护隐私防诈骗，举报不良

信息；用指尖传递正能量，以点赞播撒善意。

共筑清朗网络空间，守护温暖数字家园。

  文明即墨，你我皆是主角！每一份自觉都

是城市进步的阶梯，每一次善举都是幸福家园

的注脚。让我们携手同心，引领新风尚，共建

活力宜居幸福现代化新区！

即墨区文明办

2025年3月11日

即墨区文明行为倡议书

朱典玉（右）指导农户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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