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沂市扶贫协理员真情解民忧

本报讯（记者 吕兵兵）自从当上了扶贫协理
员，山东省临沂市临港区团林镇薛家黄所村村民
薛玉连就成了村里最受贫困户欢迎的人。“很多老
人子女不在身边，有事情就打电话找我。”薛玉连
说。老人们从一开始问“扶贫钱到了吗”“分红发
了多少”……后来变成了“我家的煤气坏了”“俺家
的电老是跳闸”……大事小情都来找他了。

设立扶贫协理员，在临沂的费县、莒南、兰山、
临港等县区，已基本实现了贫困村全覆盖。据介
绍，针对贫困户多数年龄较大、接受能力差、对扶
贫政策不了解等实际，临沂鼓励各县区出台政策，
通过发放补贴等形式，鼓励村“两委”干部、大学生
村官等兼任扶贫协理员，负责宣传扶贫政策、日常
联系贫困户、提交意见建议等，打通精准扶贫到贫
困户的“最后一公里”。

2018年4月3日 星期二

编辑：王澎 校对：赵鸥 赵军 新闻热线：01084395092 E-mail: zbs2250@263.net 3综合新闻

绽放在秦巴山区的迎春花
——追记湖北省十堰市扶贫办副主任黄星

□□ 本报记者 何红卫 乐明凯

今年春天，走进位于秦巴山区的湖
北省十堰市茅塔乡茅箭区大坪村，村民
们说，今年的迎春花开得特别灿烂，就
像就是扶贫干部黄星的身影。

2 月 28 日，年仅 46 岁的十堰市扶
贫办副主任黄星，因连续工作劳累过
度，突发心肌梗塞，倒在扶贫攻坚战场
上。连日来，他的爱岗敬业事迹在秦巴
大地广为传颂。

黄星生前曾在日记本上写道：“时
刻牢记自己是一名以为人民服务为宗
旨的党员，以敬畏之心对待肩负的责任，
以进取之心对待从事的事业，以真诚之
心对待贫困群众。再忙，也不能忘记贫
困户！”他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承诺。

村民心中的好亲戚

“结穷亲、帮穷户、拔穷根”是十堰
市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一项重要
举措。十堰市扶贫办结对帮扶的大坪
村将于今年年底整体脱贫。黄星“结
亲”帮扶了该村余世友、刘天娥、杨成荣
等贫困户。

“他把田间地头和贫困户家中当成

办公场所，村民们把他当亲戚，有什么
话都愿意和他聊。他总是鼓励我们树
立信心，帮我们出发展主意、想脱贫办
法。”大坪村党支部书记刘清龙回忆说，
今年 1 月下旬，十堰连降大雪，村里的
大棚蔬菜受灾严重，刚刚从陕西回到十
堰的黄星当天就赶到村里，察看灾情，
商量补救措施。

“想着春暖花开了，请黄星大哥到
我的花卉基地看一看，没想到他就这样
走了。”村民余世友念念不忘，2017年夏
天，黄星冒着酷暑来到他家走访，鼓励他
种植花卉，并帮他申请了无息贷款。去
年，余世友靠产业收入达7万多元。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黄主任鼓励
我、帮助我，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去年，听说我被汽车撞伤，他急忙赶到
医院探望我。”一提到这位恩人，村民刘
天娥便泪眼朦胧地说，“黄主任走了，从
此我又少了一位亲人。”

驻村第一书记白彬回忆说，黄星生
前最惦记的扶贫联系户就是杨成荣。
每次到大坪村，他总要到这位年近八旬
的老奶奶家看一看，陪她拉拉家常，问问
身体状况。老人以前家徒四壁，在他的
帮助下，住进了新房子。“他经常来看我，

简直比亲戚都贴心！我最大的遗憾是
没能到现场送送他。”说到此时，行动不
便的杨奶奶布满皱纹的眼角开始湿润。

同事心中的好战友

“脱贫攻坚战怎么打？措施如何落
地？质效如何提升？我们经常一起探
讨、一起谋划，彼此推心置腹、畅所欲
言。”视黄星为知己、兄弟的十堰市扶贫
办主任彭文军说，黄星参加工作25年，
有22年战斗在扶贫办，他的工作能力在
系统内有口皆碑，多次被国家扶贫办和
省扶贫办抽调参与各项考评督导工作。

彭文军记得，因工作能力突出，元
月1日，黄星被临时抽调到国家交叉考
核队伍奔赴陕西榆林，整整 23 天在陕
北大地上工作。

“室外零下 20摄氏度左右，到处冰
天雪地，每天一大早进村，下午两三点
吃午饭，晚上召开小组会议，经常忙到
凌晨一两点。”与黄星同在榆林参加考
核的茅箭区扶贫办副主任张广明对当
时情况记忆犹新。他说，大家任务繁
重，睡眠不足，每天都很疲惫。黄星作
为考核组副组长，除了做好常规工作
外，还负责统筹汇总，比我们更累。

十堰市扶贫办综合科科长徐洪波
记得，回到十堰后，黄星来不及休整，又
马不停蹄地投入工作，为迎接国家精准
扶贫成效考核、国家第三方评估等考核
验收准备相关材料。大年三十、正月初
二、正月初五，他都在加班。

“黄主任指导我们填写精准扶贫手
册，既有耐心又很细致，他是我们工作
上的榜样。他曾说，搞扶贫要有铁打的
身体才行。没想到，他这么快累倒在扶
贫事业上。”与黄星年龄相近的茅箭区
扶贫办干部莫丽琴落泪追忆。

黄星曾有多次机会调到省里或市
里其他部门工作，但都被他谢绝了。他
曾说过：“脱贫攻坚的关键时刻，我不能
当逃兵。”

家人心中的真英雄

在女儿的心中，黄星永远是那个博
学睿智、淡定从容、什么也难不倒、什么
也打不垮的超级老爸。黄星 15岁的女
儿这样写道：“爸爸是一个对待工作兢
兢业业、一丝不苟，对待同事和蔼可亲
的人，对我和奶奶照顾得无微不至。他
作为奶奶的儿子、我的父亲、扶贫工作
人员，都是非常称职的。他是我心目中

的英雄……”
黄星父亲去世得早，黄星母亲是郧

西一中退休教师，从小重视培养孩子的
品德和能力。在母亲心目中，黄星聪
明、诚实、内敛、稳重，品学兼优。上学
期间，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大学就已
入党。黄星母亲流着泪叹息地说：“都
说扶贫是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权当把
儿子送上了战场！他把生命献给了党
和人民，他是光荣的！”

有战场就有战士，黄星的武器就是
知识、信仰和坚强的意志。黄星的姐姐
黄小燕说，黄星像爱自己的母亲、像爱自
己孩子一样在扶贫路上风雨兼程、倾心与
共，他留给亲人的绝不仅仅是思念！他用
生命换来的，是活着的人对人生的大彻大
悟。冥冥之中，他似乎提醒着我们，什么
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才是生命的意义。

迎春花因开花后即迎来百花齐放
的春天而得名。这个春天，十堰市委、
市政府正号召全市党员干部向黄星学
习，十堰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海
军召开专题会议，要让黄星同志的爱岗
敬业精神转化为推动脱贫攻坚的强大
正能量，激励奋战在扶贫攻坚一线的干
部群众奋勇向前。

（上接第一版）不论身处的环境如何改
变，不变的始终是他那句话：“想为民族
种业做点儿事。”

年近五旬却主动辞职到市
场上搏一把

2000年前后，对于中国种业和王义
波个人来说，都可谓是巨变的阶段。
1999年，《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颁布实
施；2000年，中国第一部《种子法》正式出
台；2001年，中国加入WTO。

这一系列事件，让当时还在河南省
农科院工作的王义波预感到了即将发生
的重大变化：“当时我就感觉，中国种业
的市场化时代将要到来了。”

彼时的中国种业，企业的存在感还
很弱，市场格局尚处于“国有公司一统天
下”的状态，品种竞争力远远达不到今天
的水平。市场化大门的打开，意味着更
加残酷、激烈的竞争必将很快展开。

而彼时的王义波，已经当上河南省
农科院粮食作物所的副所长、研究员，更
是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河南省省管
优秀专家，获得了许多荣誉。

如果从当时的状态去分析，这场竞
争无论结果如何，似乎都与在体制内的
王义波没有太大关系。然而，2001年，王
义波却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辞职
创办企业，主动参与竞争！

的确，在科研单位已经从事玉米育
种近 20年的他，手握“郑单 14”这个强势
品种，还在省级以上期刊发表论文 40多
篇，并以第一完成人身份获得两项国家
科技进步奖。按照科研单位的评价体
系，获得更高的职位和荣誉是迟早的事。

不愿“享清福”反而还“涌入洪流”，
这在外人眼中有些看不懂，但王义波心
里其实早有定数：“我搞育种的出发点很

简单，就是想为民族种业做点事儿，为提
升中国种业竞争力贡献力量。”

在王义波看来，市场占有率才是品
种真正的“证书”。他还创作了一首颇有
激情的诗句：“抑不住，涌炽潮澎湃，青春
血。集众智，筑民族长城，大种业！”

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到市场上搏一
把。然而谁又能想到，这个流淌着“青春
种业血”的王义波，当时已经 45岁了。4
年后，他的北京中科华泰科技有限公司
并入北京联创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年近
50岁的王义波，从此又迈向了一段未知
的人生路程。

提早布局研发让企业触底
反弹

离开了体制这个“温床”，王义波面
临的竞争压力更加直接。证书不再起作
用，品种是否掌握话语权成为了决定他
的企业能否在市场上生存的关键因素。

因此，王义波所做的首要工作就是
尽快拿出属于联创种业自己的主导品
种。在王义波的带领下，联创种业很快
便推出了广受欢迎的第一代品种。其
中，“中科 4 号”通过 5 个以上的省级审
定，“中科 11号”更是连续多年被农业部
确定为全国玉米主导品种之一。

成果得到了市场认可，王义波的创
业初衷似乎实现了。但是，市场没有留
给王义波丝毫喘息的机会。2012-2014
年，曾经引以为傲的品种销量却突然间
连续3年以30%的幅度下滑，联创种业一
下子跌到了谷底。

与其他产品不同的是，受制于育种

周期和试验示范等诸多的时间限制，品
种更新换代一般需要8-10年，如果不提
早储备，品种一旦“失宠”，企业就几乎没
有维持下去的可能，更不要提翻身了。

“其实，我早就预料到老品种会出现
滑坡，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早、这么
快。”即便已经有了思想准备，突如其来
的低谷还是让王义波有些措手不及。然
而这个时候，他却又作出了一个“反常决
定”：加大科研投入。

“联创种业在 2014年的科研投入达
到了 1400万元，占销售收入的比例超过
了 20%。”王义波告诉记者。要知道，即
便是在种子企业整体实力已经显著增强
的2016年，全国前50强种企科研与销售
收入的平均占比也仅超过 7%，更何况当
时还亏损了900万元的联创种业。

“其实，企业经营业绩越是不好，反
而是越需要增加投资的时候。”王义波认
为。在外人眼中，这似乎是王义波的孤
注一掷。但外人看不到的是，他早在 6
年前便开始为品种换代进行了准备。

2008年，联创第一代品种发展正盛，
而在东北市场，来自美国的“先玉335”却
几乎拿下了半壁江山，这让心里始终装
着民族种业的王义波坐不住了。“虽然东
北跟黄淮海是两个生态区，但新一轮品
种换代的趋势已经显现。”王义波意识
到，必须未雨绸缪。

他开始着手组织材料，在“外来的和
尚”身上寻找突破口。“我们从上百份材
料里精挑细选，反复与美国近代材料进
行改良性试验，希望能将它丰产潜力大、
脱水快、商品品质好、制种产量高等多方

面优势与我们自有材料适应性好、耐密
性好、抗病性强、耐高温热害等强项结合
起来。”王义波把他所采取的这种科研模
式概括为“选择性创新，叠加式超越”。

于是，在当时大多数人都“抱着一个
品种闯天下”的时候，王义波却又悄悄穿
上了白大褂，整天泡在育种田里搞起了
科研。

于是，低谷仅仅过去了一年，随着第
二代品种投放市场，联创种业马上扭
亏 为盈：2016 年，利润达到 6000 多万
元；2017年，这个数字更是超过了 1.2亿
元，基本实现了连续 3 年业绩翻三番的
壮举。

敞开大胸怀拥抱大种业

联创种业有个奇怪的现象，一个品
种一个“姓”。的确，三个第二代品种“联
创 808”“裕丰 303”和“中科玉 505”，从名
称上怎么看都不像是一家企业的产品。

其实，这正是王义波渠道创新思路
的直观体现。“卖什么品种固然重要，但
怎么卖品种同样重要，卖法不好，品种再
优良也难以有效打开市场。”王义波对记
者说。而这个“怎么卖”，恰恰是被很多
人忽略的环节——渠道。

王义波采取的创新做法是在审定时
就给不同品种冠以不同的前缀名称和番
号。同时，将原有的经销商网络直接拓
展成多个渠道，每个渠道只限期提供一
个强势品种。

“如果哪个经销商没有按照管理办
法经营，我们会给他开罚单，这样的罚单
一年要开出上百张；同样，如果经销商能

把品种快速做大，我们也有‘承诺销售’
的政策，今年承诺明年的销售数量，可以
提前使用下一年超额奖励的钱来提今年
的货，如此一来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积极
性。”王义波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来把联创
种业的各个渠道经营好。

在王义波的运筹下，联创种业“多品
牌、多品种、多渠道运作”的模式已经确
立，成效更是十分显著。“事实上，只论单
品还没有绝对优势，但把 3 个品种加起
来，我们在黄淮海的占有率就达到了
10%。”王义波说。

尽管这个新的多渠道营销模式看似
只是为了提高公司业绩，但王义波的胸
怀可不仅限于此，他更希望农民从创新
中受益。“手里只有一个强势品种，经销
商就更需要通过品种展示、病虫害防治、
提供种管收全程优质服务来获得农民的
认可。”王义波致力于通过渠道建设，引
导经销商向“经销+服务商”转型。

更大的胸怀还在后面。近日又传出
了最新消息，隆平高科将收购联创种业
90%的股权。交易完成后，联创种业将
成为隆平高科的控股子公司。大多数
种业人都想“大权在握”，王义波却把联
创种业“拱手相让”，这又让外人有些看
不懂。

“‘小散乱’严重阻碍着中国种业的
发展，如果大家都死守自己的一亩三分
地，就无法参与到全球种业的竞争中
去。”这是王义波给出的坚定回答。王义
波希望通过强强联合，从总体上进一步
增强联创种业的市场竞争力。

“其实，我跟千千万万种业人一样，
无非就是希望我们的民族种业能够发展
得更好，让自主品种牢牢掌握市场话语
权。”这是王义波的初心。他是这么说
的，更是这么做的。

首列陇草进藏货物专列开通

本报讯（记者 焦宏）3月30日，满载着1200余
吨优质饲草的中国“西部草都”陇草进藏货物首列
专列，从甘肃省兰州货运中心定西北货场缓缓驶
出发往西藏那曲。该专列由甘肃现代草业发展有
限公司与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公司兰州货运中心
联袂打造，是首列进藏牧草饲料裹包专列。标志
着地处陇中的中国“西部草都”定西市，在拓展物
流运输新渠道、拓宽草产品销售新路上，将改变

“西部草都”优质牧草销售难题。
据了解，定西市安定区作为“西部草都”核心

区，去年全区草牧业总产值达到32.3亿元，人均草
牧业可支配收入达到 2350元。甘肃现代草业公
司积极响应定西市政府草业发展规划，发挥公司
营销优势，立足以牧草销售带动定西草业发展，经
过半年多的前期准备，与西藏当雄县政府达成合
作协议，将定西市的玉米裹包青贮，苜蓿、燕麦草
捆等草料销往该地，支持当地牧业发展。

中加肉牛合作专场
推介安格斯牛

本报讯（记者 刘强）4月 1日，中加肉牛育种
与饲养技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政府机构、科
研单位、肉牛企业和养殖场的近百位嘉宾出席了
会议。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加拿大肉牛产业合作联
盟、加拿大驻华大使馆主办，亚达-艾格威公司承
办。会议以“建立先进的肉牛育种和产业体系”为
主题，旨在为建立我国肉牛育种体系和产业模式
提供技术支持。据了解，安格斯肉牛是古老的肉
用品种之一，该品种早熟易配，易管理。加拿大是
安格斯肉牛发展最好的国家之一，此次会议充分
展示了加拿大发展安格斯肉牛的优越性和取得的
丰硕成果，并介绍了加拿大安格斯协会对成员企
业的支持模式和对产业技术创新的作用。

中国设施园艺科技与产业
创新联盟成立

本报讯（张宜军 记者 于险峰）近日，中国设
施园艺科技与产业创新联盟在沈阳农业大学成
立。联盟由农业部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机械化
研究室、沈阳农业大学和中国温室网共同发起，联
合国内相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和企业
共80家单位组成，涉及设施园艺生产、学习、科学
研究、实践运用等各个环节。

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学教授李天来
介绍，设施园艺产业近 20年迅速发展，成立科技
与产业创新联盟，意在聚集和协调产业各个环节
方面的优势资源和力量，共同探索优势互补的产
学研结合的新机制和新模式，提升我国设施园艺
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化水平，推动我国设施
园艺产业、产品和相关周边行业的发展。

生物酵素产业化技术填补
我国生物工程应用空白

本报讯 为助力绿色发展，保障食品安全，近
日，由全国农业科技创业创新联盟、中国发明协
会、中国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农业分会科技成
果评价中心主办，京福龙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京
福龙“生物酵素产业化技术”科技成果推介会在北
京举行。京福龙研发的“生物酵素技术”在多菌种
共生、活性菌液常温保存和延长微生物存活期等
方面实现创新，填补了我国生物工程应用领域的
空白。

据了解，2013-2017 年该技术成果在全国 20
余个省（区、市）的各类产品中应用，产生了较好的
效果。会议期间，举行了全国农业科技创业创新
联盟授予京福龙科技有限公司“科技成果转化示
范基地”仪式，并与京福龙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 周泓

□□ 王培 本报记者 郝凌峰

“总书记讲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
感觉太给力了，我们这些农民创业者就
好像踩上了致富的‘风火轮’！”河北省任
县骆庄乡达二村村民赵朝军兴奋地说。

上世纪 90年代，农民创业在农村还
是个新鲜事儿，赵朝军愣是凭着一股干
劲儿，成了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赵朝军发现
很多商家包括个人越来越喜欢用灯笼来
装扮节日、烘托喜庆氛围，灯笼的需求量
越来越大，赵朝军从中“嗅”到了浓浓的
商机。于是，他和妻子学习研究灯笼制
作技艺，一年后终于制作出了竹条结构
的丝质灯笼。第一批灯笼在山西太原市
场刚上市，就被抢购一空，这更加坚定了
赵朝军发展灯笼制作的信心。

为了站稳市场，赵朝军在扩大产量
的同时，不断提升灯笼品质，又相继研制
出了更加结实美观的钢架灯笼、LED外
闪旋转灯笼等。一路走来，赵朝军生意
越做越大，但也并非一帆风顺。2011年，
受市场波动影响，灯笼的销售量急剧下
降，赵朝军囤积了大量货品。“乡政府了
解情况后，安排专门人员分析查找原因，

发现灯笼的宣传力度不够，于是我们就
先从宣传入手，给灯笼做起了‘义务广告
员’。”骆庄乡干部焦立然打趣地说。

2015 年，在县、乡两级政府的支持
下，赵朝军注册了河北省任县红满天工
艺品有限公司，成了名副其实的“赵
总”。他做的灯笼，直径规格从 60 厘米
到3米不等，售价从每个5元到1000元不
等，销往北京、山西、沈阳等多个省市，年
销售额达 100 多万元，赵朝军成了村里
第一个富起来的人。“俺们的发展离不开
国家政策的支持，这些年国家十分重视
农村繁荣、农民增收问题，优惠政策一直
向农村倾斜。”赵朝军说，一人富不算富，
大家富才算数，先富起来更要回报社会。

如今，赵朝军的公司聘用了 15名工
人，都是本村乡邻，其中年龄最大的 77
岁，工人工资从1600元到2600元。在赵
朝军的带动下，仅有 240户的达二村，其
中 20多户都成了灯笼制作专业户，带动
村里 150 多人实现就业，乡亲们的日子
越过越红火。

赵朝军说，今后他打算走品牌发展
战略，申请注册“红满天”商标，让达二村
的灯笼红遍全中国，带领更多的乡亲们
走上致富路。

乡村振兴让俺们踩上“风火轮”

（上接第一版）
“航天发射场落户龙楼，引来了大

批游客，这是好圣村发展航天旅游产业
的前提。”龙楼镇镇委书记张光润告诉
记者。村里利用 20亩闲置土地种植 21
个品种的航天蔬菜供游客采摘、品尝、
观赏，又通过种植航天牧草喂养文昌
鸡、黑山羊，发展航天畜禽养殖。规划
出17间传统民宅发展航天民宿，将航天

书屋、航天模型、航天体验等航天文化
项目融进民宿，提升游客的体验感。

靠着航天这张牌，好圣村去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到 3 万元，与 2016 年相
比，增幅达52%。张光润的目标是：游客
在好圣村可以看到航天育种的瓜菜种
植、品尝“航天菜”、游览儿童航天乐园、
购买航天主题旅游商品、入住航天创客
民宿、体验航天科教与娱乐……总之，

跟航天有关的吃、住、行、游、购、娱都在
好圣村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

“将好圣村打造成航天科技小康村
才刚刚起步，却已带动了龙楼镇 1/3的
贫困户脱贫，示范效应实实在在。‘航
天+’这篇文章与农村、农业、农民以及
生产、生活、生态高度融合才刚刚开
始。”文昌市市长王晓桥对航天旅游的
前景充满希望。

“就是想为民族种业做点事儿”

近日，在四川省蓬安县新园乡踏坡梁村，来自省内外的游客在数千亩油菜地里练瑜伽、骑赛车、秀旗袍、放风筝。踏坡梁村是
贫困村，该县通过“农业+旅游+脱贫”深度融合，做强美丽经济，实现乡村振兴。近年来，蓬安县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建设了100平
方公里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打造起优质粮油、经济林木、优质柑橘、畜禽养殖4条产业带。 郭安平 本报记者 李传君 摄

“农创部落”在华中农大
探讨休闲农业运营经验

本报讯（记者 何红卫 乐明凯）近日，200多位
“农创部落”春季同学会齐聚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
术交流中心，分析最新农业政策，展示农业先进项
目，分享国内外农场规划、经营、产品策划和商业
模式等经典案例，找寻农场运营新思路。

据了解，“农创部落”是由源味网发起，聚集农
场主、农业爱好者等群体，有超过3000名学员参加
线下活动。农场部落沙龙秉承“同分享、互帮助、零
利润、共资源”的宗旨与理念，为农场主答疑解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