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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之歌

□□ 黄莲英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郜晋亮 文/图

下营村是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雄关
乡一个偏远的小山村。不过，这里却出
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康乃馨种植能手，她
就是玉溪市农广校优秀农民学员的代
表、2020年度全国优秀农民工段华仙。

早在 2003 年，段华仙就开始种植康
乃馨，从最初的 4 亩到如今的近 400 亩，
从单打独斗到带领周边农户共同发展，
从小作坊到花卉贸易公司，从产值几万
元到产值2200万元，十余年的打拼，是一
场“花仙梦”，也是一部“致富经”。

回想起过往，段华仙感触颇多。她
告诉记者，2014 年对她来说是重要且关
键的一年。那一年，她参加了区里首批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不仅学到了技术，还
开阔了眼界，更让她有了新的发展思
路。也正是从那年开始，段华仙的鲜花
事业驶入了快车道。

遇见康乃馨 走上“鲜花道”

初夏时节，花田中各色康乃馨争芳
斗艳，微风过处，送来缕缕花香。段华仙
和合作社的员工们在花田里忙碌着，时
而说说笑笑，仿佛自己就是花丛中最美
的那一朵。

段华仙的故事要从上世纪90年代说起。
雄关乡下营村地处偏远山区，当地

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较差。为了减轻
生活压力，作为家里老大的段华仙在读
完高中后，就回乡与父母一起扛起了家
庭的重担。她起早贪黑，种地、喂猪、养
鸡，农家活计样样干。但几年下来，段
华仙觉得，即使再辛苦，家里生活依旧
毫无起色。于是，她决定开始寻找改变
生活的出路。

1990年，段华仙南下广州打工，怀着
学习先进知识和技能的梦想，一干就是8
年。1998年，段华仙回到了家乡，开始尝
试各种小本买卖，做豆腐、摆地摊、收购
农副产品……段华仙说：“那会儿，就是
一门心思要寻找到一条致富路。”

转眼到了2003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段华仙和一个种

花的朋友来到昆明斗南鲜花交易市场。
看到鲜花市场好、价格高，她当时就萌生
了种花的想法。“那个年代，不要说村子，
就连雄关乡都还没有一个种花的人。”段
华仙说，“我就想试一下。”

可段华仙的想法并没有得到家人的
支持：“种什么不好偏要种花，种了卖给
谁，又不能吃，还是和大家一起栽烤烟、
种麦子踏实。”段华仙心有不甘，最终还

是决心一试。于是，她向亲戚朋友借钱，
建起了塑料大棚，种上了康乃馨。期盼
着，盼望着……可惜，盼望的好事并没有
来到。不懂技术、不懂花的段华仙以失
败而告终。

段华仙默不作声，但心里想，别人能
行，我为什么不行！倔强而坚强的她并
没有被打趴下，而是重整旗鼓。没有经
验，求教；没有技术，学习。于是，参加各
种各样的鲜花种植技术培训班，成了段
华仙最渴望也最开心的事。

那段时间里，段华仙是县里、市里农
广校的常客。她每次都带着问题去，学
得技术归。一次次地学习，一步步地提
高，终于“梅花香自苦寒来”，段华仙种植
康乃馨的路子开始越走越顺，到 2014 年
已经扩大到了76亩。她成了当地小有名
气的康乃馨“种植能手”。

学技下功夫 人送“花仙子”

段华仙开始尝到了技术培训的甜头。
2014 年 12 月，江川区首批新型职业

农民培训启动，段华仙成为学员之一。
她告诉记者，那段培训经历对自己的触
动和启示非常大。感觉与以往的培训完
全不同，不仅知识讲得透彻，还开设了田
间课堂，老师手把手现场教学，解答疑
惑，而且培训后还有跟踪指导服务。

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除了知识、技
能方面的增进之外，段华仙还与农广校、
农业系统的教师、专家结下了不解之
缘。用段华仙的话说：“要是没有农广校
的老师和农业系统的专家，我的鲜花事
业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

段华仙的康乃馨越种越好，基地越
扩越大，收入越来越高。这些变化，下营

村及周边的农户都看在眼里，不少村民
也开始学着段华仙种花。遇上不懂的技
术，就向段华仙请教，或者直接到她的基
地学习，而段华仙也总是毫不保留地把
自己多年学习积累的技术和经验传授给
大伙儿。

“我吃过不懂技术的亏，不想让他们
再走弯路。”段华仙说，“再说了，农广校
的老师也教我们，作为高素质农民要发
挥好带动作用。”在段华仙的热心帮助和
精心指导下，你家 3 亩，我家 5 亩……下
营村周边渐渐汇成了花海。

花是种出来了，可销售又成了问
题。如果零散销售，除去人工、运费等成
本外，不仅利润低，有可能还会亏本。在
大伙儿的期盼中，在当地农广校老师的
帮助下，段华仙扛起了这份责任，成立花
卉种植销售协会，对康乃馨进行统一销
售，大伙儿不用跑市场，田头的花可以直
接交给协会，最后统一结算。

段华仙的名气越来越大，一些与她
打交道却并不熟悉的人，都把段华仙叫
成了“段花仙”，熟悉的人干脆就给她取
了别称“花仙子”，还说她是自带光芒的

“花仙子”，能给花农办大事，办实事。
2016 年 12 月，段华仙牵头成立了种

植专业合作社，目的是要通过统一种植
技术、农资采购、加工、包装等环节，进一
步提升质量。2017年1月，她又牵头成立
了花卉贸易有限公司，并注册了“丽曦”
商标，正式开启规模化发展、合作化经
营、品牌化销售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段华仙说：“要想发展壮大，必须提
高技术，转变思想。培训是最便捷，也是
最有效的方式，这是我的经验。”从 2014
年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到2017年“农

村实用人才培训”，再到 2018 年的“云南
省种植女能手骨干”培训，只要有培训学
习的机会，段华仙绝不会错过。

心系千万家 浇开“致富花”

一个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
富。段华仙决心带领更多的农户走上

“鲜花道”，学懂“致富经”。
为了让更多的人学习种花技术，段

华仙坚持每年为合作社成员举办免费技
术培训，或是请农广校的老师，或是请农
业系统的专家，有时候自己还亲自上
阵，几年来，已累计培训1600多人次。不
仅如此，段华仙还自编了培训教材《康乃
馨切花设施栽培技术规程》，送给合作社
成员和周边群众。

这些年来，合作社的成员和周边群
众都有了一个共同的认识：“跟着段华仙
干，一定错不了！”

2015 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吹
响。段华仙开始琢磨，一定要为全乡的
贫困群众做点什么。2016 年，她积极响
应乡里的“党组织+合作社+基地+贫困
户”扶贫策略，依托花卉种植销售协会成
立了非公企业党支部，并主动担任副书
记，扛起了党建引领扶贫的大旗。

段华仙说：“当时，党支部将帮扶的
24 户贫困户安排到花卉种植基地就业，
按每人每天 80 元算，一年的收入有 2 万
多元，在家门口就能轻轻松松脱贫。其
中有4户贫困户还主动学习技术，尝试种
植了 22 亩康乃馨。一年下来，鲜花销售
收入就达到了88万元。”

党建引领扶贫的效应还在持续放
大，“致富花”也在一朵一朵地盛开。

2019 年，段华仙的康乃馨种植基地
被列为玉溪市“就业扶贫车间”，周边 65
岁以下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均可以到
基地打工。看到越来越多的贫困群众摆
脱了贫困，走上了致富的道路，段华仙在
心里偷偷地乐。

段华仙的善良、朴实、勤恳，换来了
大伙儿的赞誉，也收获了许许多多的荣
誉——“种植女能手”“致富带头人”“巾
帼带头人”……在这些荣誉里，她最看重
的是“致富带头人”这个称号。“能带领大
家过上好日子，已经成了我的担当。”段
华仙说。

为了挑好这份担当，段华仙动员在
外打拼多年的儿子回来和自己一起奋
斗。如今，母子俩不仅开辟了网络销售
平台，还积极与科研院所合作，研发自主
知识产权的优良康乃馨品种。目前，已
成功自主育苗200万株。

每每走在花田，段华仙心里满是快乐。

“花仙子”段华仙的“致富经”

段华仙在查看康乃馨的长势。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王子涵 文/图

“我是一个农民，种出高品质的大米，
对于我来说就是最重要的事。”48 岁的乔
文志说，“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再
是吃饱的问题，而是如何吃好、吃得健康。”

提起乔文志，稻米行业以外的人可能
不太熟悉，但是一提起东北五常大米，几乎
是家喻户晓。20多年来，在五常大米品牌
发展中，乔文志功不可没。如今，他不仅是
2020年“全国十佳农民”，还是五常市乔府
大院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黑龙江省
五常市杜家镇王家屯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而且这个合作社还是国家农
民合作社示范社，其公司是国家级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

早在 1998 年，乔文志就怀揣创业梦

想，投身稻米行业，立志让五常大米为千千
万万食者造福。“当初，我去北京考察市场，
发现香甜软糯的高品质大米很受大家喜
爱，当时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要让大家都
能吃上高品质的五常大米，把健康带给大
家。”回想起创业之初的一幕幕往事，老乔
依然记忆犹新。

有目标就要努力，有想法就要实现。
经过一番考察后，乔文志心里明白，要想种
出高品质的农产品，就要从全产业链上着
眼谋划，把各环节串联起来。

“我们从源头抓起，从培育良种、建设
基地开始，实现标准化种植，进行有机食品
认证和绿色食品认证，按照认证的标准统
一生产、种植和管理。”乔文志说，现在他们
还引入了一品一码溯源体系，每个农产品
都有属于自己的二维码，只要打开手机扫
一下二维码，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人们也能

对稻米追根溯源。
为了推动五常大米走得更远，让全国

各地的消费者都能吃到新鲜纯正、生态健
康、营养安全的高品质大米，近两年来，公
司依托稻米全产业链建设，开创了五常鲜
米的生产储存标准。“我们将当季种植的稻
米存放在 18℃以下的恒温仓库里精心保
存，不仅锁住了营养和水分，而且也保证了
鲜米的口感。”乔文志说。

农业振兴，种业先行。站在生态鸭稻
种植基地前，乔文志告诉记者，育种是好米
的源头，是关键中的关键。近几年来，我们
通过与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开
展合作，成功完成了“稻花香 2 号”的提纯
复壮和中科系列新型优质水稻品种的培育
工作。

“通过反复试验测算，我们发现每亩地
放养 18 只鸭子，正好可以达到生态平衡。
养殖鸭子不仅可以除虫除草，而且鸭粪还
是肥料，对水稻生长非常有好处。”看着稻
田里一只只凫水的小鸭子，他露出开心的
笑容。

多年来，乔文志一直坚持全产业链
的发展理念，积极推进现代农业园区建
设。在 2012 年，投资亿元打造了乔府大
院现代农业产业园，通过引进国际化生
产线，改变了过去传统的经营模式，同时
实现了集基地建设、科技育种、水稻种
植、稻米加工、休闲旅游于一体的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

目前，乔府大院通过土地流转、农户入
社、领办农民持股公司等形式，建立了40万
亩水稻种植基地，每年以高出市场的价格
收购村民种植的优质稻谷，带动周边6个乡
镇28个村8000多户农民累计增收近亿元，
为1000多人提供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

“今后我还是继续把五常大米种好，全
力打造优质大米品牌，还要在农旅融合上
再上新台阶。”站在怡人的水稻王国里展望
未来，乔文志信心满满地说。

“全国十佳农民”乔文志的水稻王国

站在怡人的水稻王国里展望未来，乔文志信心满满。

□□ 洪法轩

绿树掩映下，一座白墙红
瓦的四合院里传出阵阵锣鼓
声，原来这个农家小院里正在
排练法治文艺节目。这里是
江苏省泗洪县归仁镇江桥村，
小院因常年传播法律知识、弘
扬法治文化，成了远近闻名的

“乡村法治文化小院”。
“院长”赵传平是个“名

人”。他原是村党支部书记，
现在是归仁司法所的“金牌
调解员”、江苏省“十大普法
达人”、司法部表彰的“全国
模范人民调解员”……小院
的东厢房里悬挂的各种荣誉
证书，见证了小院主人不同
凡响的人生。

老赵今年 68 岁，仍然精
神矍铄，身体硬朗。谈起法
治文化小院，他娓娓道来，
如数家珍。环顾小院各个
房间，里面摆满了各种演出
服装、乐器、道具和法治图
书，这些“家当”大多是老赵
自掏腰包置办，也有部分是
归仁司法所资助。

2004 年，他从村党支部
书记“转岗”到镇司法所做调解员，经常到
各村开展法治宣传。在发放普法材料时，
他发现群众对这些兴趣不大，影响了普法
效果。于是，他发挥自己能编会演的特
长，把法律知识编写成小品、快板、诗歌、
戏剧等，组织宣传队到村里巡回演出，很
受群众欢迎。

赵传平还根据自己参与调解的老人
赡 养 纠 纷 案 例 ，编 写 了 戏 剧《法 惊 梦 中
人》。在村里巡演后，群众深受触动，这
几年，村里因赡养老人所产生的矛盾也越
来越少。

“农村养育了我，我能用一技之长，让群
众在快乐愉悦中学法、守法，我自己也感到
很快乐！”老赵自豪地说。

乡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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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海洋

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崇贤镇湾里塘
莲藕合作社现有成员152名，旗下1215亩
种植面积，主产被誉为“四大花旦”的本土
产品，即莲藕、茭白、慈姑和荸荠。去年，
销售额超过了 4700 万元，今年合作社理
事长马良浩信心满怀，准备再翻一番，迈
过亿元大关。

说起这些年“翻筋斗”式的发展，马良
浩最感谢的人之一，便是蔬菜界赫赫有名
的浙江大学教授寿森炎，其毕生从事蔬菜
栽培学研究。说来两人的渊源，相识已有
二十余载。马良浩一路创业，寿森炎则一
路扶持，颇有忘年交之缘。

尽管年逾古稀，但从教将近四十年的
寿森炎，退休后并未停下追梦的脚步，不
管严冬酷暑，常常会前往曾经服务过的基
地。有时是跟踪最新的科技应用情况，有
时是了解新需求、新动向、新问题，还有些
时候则是主体求教，寿森炎往往二话不
说，再忙也得抽身前往。

正是长年累月的坚持，让寿森炎视角
总盯着田里，上课内容紧跟当下，自然颇
为接地气，学生们爱听，也因此结识了一
帮“土老板”。尤其近几年里，他参与了大
量科技扶贫工作，到西藏那曲高原上，参
与设计建造高海拔的日光改造型温室。
其负责育成的“浙大茭 3 号”茭白品种落
户多个省份，推广面积超过50万亩。

2016 年，G20 峰会在杭州举行，合作
社被委以重任，提供莲藕和荷叶。由于会
议在 9月份召开，可那时早已过了莲藕成
熟季，荷叶也由嫩绿变深。怎么利用技术
来打这个“时间差”？马良浩虽然领下了

“军令状”，但其实心里也没底，幸好他身
后有个寿教授。

对于寿森炎来说，这也是个新命题。
他左思右想，点子终于有了：重新挖塘重

新种，但得先安个“水空调”——大棚旁挖
口深井，用 15℃的地下水喷淋。果然，一
个多月以后，荷叶长得整整齐齐，颜色绿
得沁人，莲藕更是口感出众，广受好评。

圆满完成保供任务，这让“湾里塘”名
气大增。过去所出产品主要供应食堂和
超市，价格上难有优势；如今不少大牌电
商平台找上门，身价自然陡增。就拿荷叶
来说，以前不值钱，只能烘干做辅料；现在
售鲜叶，一张能卖1.5元，翻了三倍多。

这些年，在寿森炎等一众专家的指导
下，“湾里塘”的技术应用接二连三。比如
为了保水保肥，采用防渗透栽培技术，不
仅整齐度好、颜值高，且有利于机械化采
收；秸秆制成有机肥，还田能省下不少肥
料钱；还有莲藕套养甲鱼模式，解决了福
寿螺之害，还额外增加了收益。

“脚步虽快，但需谨记初心，产品永远
是发展的生命线，今后还得在品牌溢价上
下功夫，带动更多农户一同富裕。”寿森炎
在点赞合作社的同时也时常提醒马良浩。

对于寿森炎来说，“湾里塘”只是他其
中的一站。这些年，他的脚步遍布大江南
北，因为退休了，有更多自由时间，所以他
跑得更勤了。身材娇小的他，脚步很是矫
捷。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传承。

去年，浙江大学农学院迎来 110周年
院庆，寿森炎将 286幅泛黄的挂图捐赠给
了学院。由于保存有难度，蔬菜采收后，
往往立即请擅长绘画的老师描摹，来提高
学生的感性认知。正是一代代老先生们
的补充和完善，才有了这些作品。

人总要有一个梦想，去追寻、去实践，
这跟年龄无关。退休后，在服务基层之
余，寿森炎继续完成本科生和硕博研究生
的指导工作，同时参与学校关工委的宣讲
团工作，担任竺可桢学院的引领导师。
2018 年，他被中国老教授协会评为“科教
兴国优秀工作奖”先进个人。

寿森炎：古稀之年追梦不止

□□ 张一阳 张佳祺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芳 文/图

金秋时节，距离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商
都县约 500 公里的北京平谷区，硕果飘
香。平谷中学教师郭存斌望着结满枝头
的甜蜜的大桃，喜在眼里，甜在心坎儿：

“我在商都的学生们这几天陆续收到了大
学录取通知书，他们人生的新阶段就要开
启，真心为他们高兴啊！”

海拔1400米，有我的诗与远方

商都县，地处内蒙古、河北交界处，平
均海拔1400多米。

“郭老师，新学期您还会留在商都支
教吗？”

“郭老师，我妹妹马上要上高三了，我
真希望她能成为您的学生。”

“郭老师，谢谢您没有放弃我，大学录
取通知书‘真香’！”

“郭老师，三年了，您辛苦了……”
一条条信息，从郭老师的眼中闪过。

三年时间，郭存斌带了三届高三学生。
郭存斌，北京平谷中学教师。2018年

9 月，他从平谷中学赴商都县商都高级中
学支教。原本一年支教期满的他，因为学
校和学生的挽留，第二年不忍心走，第三
年舍不得走，如此一干就是三年。

他的化学课是旗县的示范课，也因此
成为其他老师教学的模板。他编写的校
本教材《实用导学案》被乌兰察布市采用，
这为 2021年全市学生化学成绩飞跃性的
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初区里选派老
师到商都支教，我没有犹豫就报名了。我
的家乡是河北张家口，我深知外省跟首都
相比，在教育水平上还存在差距。京蒙对
口帮扶，平谷和商都结对子，教育帮扶是
重要工作之一。作为教书育人的老师，工
作不分地域，学生不分好差。把教育工作
做好，让孩子们成长成才，对小家尽责任，
对大家有担当做贡献，就是我的初心。”郭
存斌说。

教育可以克服贫困代际传递，用知识
改变落后的命运，让幸福的生活更久远、
更有底气。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在那充
满诗意的远方立德树人育人，当好草原孩
子们的“筑梦人”，这是郭存斌援蒙支教的

“初心”。

心近于职责，志远于提高
教育水平

“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从未过时。“师
者，传道授业解惑。学生岁月，是最美好的时
光，希望我的学生们成长成才。”郭存斌说。

每一节课都认真准备，每一个学生都定
期谈心谈话，每一次考试都认真总结……郭
存斌敬业的工作精神，不仅感染着每一位学
生，也感染着身边的老师们。

“老师，化学没意思，我学不进去，您
上课别老提问我，我学不会。”学生小苏对
郭老师说。

“你学不会，是我没把你教会。只要
你认真听课，多思多想，跟着老师的思路
走，一定能学好。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

郭老师的肺腑之言，小苏深受感动。
他开始认真听课，查缺补漏。10 个月后，
他顺利考上一本，高考化学成绩“破纪录”
得了近 70 分。“以前，我只是在电视剧里
看到支教老师，没想到今天让我赶上了，
您的到来，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想成为像
您一样的人。谢谢您，郭老师！”在上大学
前，小苏给郭老师写了一封信。

三年来，郭存斌以身作则，身先示范，
不仅把北京市的先进教育理念与当地的实
际相结合，而且更注重学校整体教学质量
的提高带动。“2021年，我校本科升学率达
到35.54%，比2016年提高了7个百分点。”
商都高级中学校长孙毅说，“郭老师在我们
学校，不光提高了学生们的成绩，还带出了
一个业务过硬、师德过硬的教研组！”

一批批学生圆了升学梦。这三年，商
都高级中学学风优良，本科升学率大幅提
高，全校教师的工作积极性迅速提升。

学生稚嫩的脸庞，家长期盼的眼光，
三年援蒙支教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无
悔支教的选择，无悔留守草原的决定，无
悔教师的职业理想。”草原的风沙与灿阳，
让郭存斌的额头与鬓角比三年前增添了
些许皱纹与白发。

“扎根时代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实
现教育均衡发展，是一名人民教师的义
务，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当。”看着
大草原越来越美，商都县的教育越来越
好，郭存斌感慨道，“心近于立德树人育
人，志远于提高教育水平。在教育帮扶路
上，哪里需要，就去哪里！”

郭存斌：辽阔草原谱“初心”

郭存斌在给学生们讲解试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