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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的中原大地，麦浪飘香，又一季丰
收的喜悦写在人们脸上。

河南省修武县郇封镇王里张屯村科技
示范户孙金仁，看着金灿灿的小麦说：“我
这块示范田里种的是周麦最新品种，杨局
长特别上心，不知跑来多少遍了，从下种到
防病，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种好。”

他说的杨局长，是 48 岁的修武县农
业局局长杨法谊。一年 365 天，大多数时
间他都忍着腿疼一瘸一拐地走村串乡，指
导农户创建高产田。在田野里播种希望、
实现粮食高产，是杨法谊最绚丽的金色
梦想。

从 2007年 3月担任县农业局局长那天
开始，杨法谊就和他的梦一起长在了修武
县的田野里。毕业于河南科技学院农学系
的杨法谊，在当地农业领域摸爬滚打了 20
多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支撑他

从本地实际出发，提出了“由传统农业小县
打造粮食高产强县”的思路，决心从培育高
产典型入手，大幅度提高粮食单产。

实施粮食高产创建 6 年来，他指导建
立了小麦、玉米 8 个万亩示范片，32 个千
亩丰产示范方，48 个百亩高产攻关田和
64 个小面积超高产攻关点，培植了 1000
余户高产示范户，高产创建示范田亩产连
年上台阶。

“为了修武县粮食的稳产高产，杨局长
可没少费心思。”修武县农技站站长、高级
农艺师李胜利说，这几年，杨法谊到河北、
上山东、跑陕西，引进百农矮抗 58、浚单
22、水果玉米、晚秋黄梨等一批特色农作物
新品种，引进推广了玉米宽窄行种植、一穴
多株、粮食超高产攻关综合配套等新技术，
为修武县的粮食增产提供了技术支撑。

在杨法谊的手机中，储存着全县 400

多个农户的电话号码，他以此和农民保持
“零距离”沟通，随时提供技术指导，全县 26
个村的重点示范户，谁家的地该浇水了、该
施肥了、该打药了，哪块地墒情最好，哪块
田产量最稳，哪块田种的什么品种，他心里
都有数。

“农业干部就要泡在基层、扎在村里、
长在田间，和农民打成一片，为他们排忧解
难。”这是杨法谊经常告诫机关工作人员的
一句话。

为了便于工作，他下乡乘坐的工作车
后备厢里，存放的全是最新的农药、微肥等
小麦、玉米田间管理所需的物资，在乡村指
导高产示范户落实田间管理措施时，随时
无偿送给农民，以保证及时进行管理。

长期的辛苦奔波和过度劳累，使他患
上了严重的股骨头坏死病，尽管不能正常
行走，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在他病情最严

重的时候，人在床上输液治疗，心却惦记着
高产田，往往是一拔下输液针，就直奔田
间。有几次遇到生产上的紧急情况，他都
趁医生不注意，拔下输液针就往农田里跑，
去解决出现的问题，劳累一天后，回家自己
做康复按摩。

由于腿疼，不能长时间站立和走路，杨
法谊在田间忙碌时，随身带着小板凳，坐在
地头和农民交谈，指导农民落实各项丰产
技术，被群众亲切地称为“板凳局长”、“泥
腿子局长”。

近年来，由于频频产生粮食高产、超高
产典型，修武县成为国家级、省级育种专家
挖掘新品种最大潜力的试验场。

“中国 13 亿人吃饭，不抓粮食咋中！？
我是一名农业干部，最大的心愿，就是带领
乡亲们多打粮、多增产、多增收。”杨法谊朴
实地说。

河南修武县农业局局长杨法谊——

在 田 野 播 种 高 产 粮
本报记者 党涤寰

“80后”、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本硕博高
才生⋯⋯一连串闪亮的字眼很难和眼前这
位朴素的电力一线员工画上等号。面对在
上海电力浦东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继保班
当班长的谢邦鹏，记者迫切想知道的是，这
位清华高才生为什么选择了最基层的电力
一线岗位？

“人生有很多岔路口，每个人的路不一
样，只要有付出，就会有收获。”谈及自己的
选择，谢邦鹏这样说。当接过博士学位证
书的那一刻，他踌躇满志：寒窗数十载，书
已经读得足够多，一定要学有所用。谢邦
鹏选择了电力行业，2008 年他来到上海电
力浦东供电公司运检部。

“我有许多同学出国，有的同学已身价
不菲，但我觉得不用与其他人较一日之短
长，能在自己的岗位上认真打拼，心中的梦
想会向你招手。”谢邦鹏说，“人不能只看重
物质，这几年下来，我觉得电力就是实现我
理想的地方，做电力设备的运维检修，虽然
是天天风里来雨里去，但是我也实实在在

地感受到了成就感。”
一开始，谢邦鹏觉得一个清华的博士

生，当一名供电公司的职工，知识面应该
是绰绰有余的。但当他真正踏上工作岗
位成为一名一线工人时，才发现课堂里学
的与实际要做的，还有很大差距。比如，
书本上两个圆圈就可以表示的变压器，现
实中是一樽复杂而又精巧的庞然大物，而
一个小小的继电器校验也有很多的规定
和流程。

当谢邦鹏发现实际工作原来是这样一
个全新领域时，他恍然大悟，虽然曾经读了
很多书、取得了令人羡慕的博士学位，但其
实是只读完了“基础知识”这本书；而要做
好工作，还需要将书本上的知识与实践完
美结合，这就需要进一步学习。

于是，谢邦鹏主动向领导要求：“请派
给我尽可能多的工作，我可以放弃所有的
休息⋯⋯”从那时起，他成为了班组里拧螺
丝最多的人，接线头最多的人，看图纸、做
笔记最多的人。2010 年上海世博会筹备

期间，大量电力设备需要检修维护测试，他
硬是用双脚丈量完上海浦东世博区域各站
点的全部供电路径，满身泥水钻进每一个
地埋变的坑道，一点点精确地绘制出了数
千条线路的接线图⋯⋯

几年来，谢邦鹏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个
站内抢修的不眠之夜，多少个汗流浃背的
周末，但当他能熟知所管辖的各种设备特
性，碰到设备故障都能轻松解决时，当他能
够用理论计算解释电缆送电时的电容电流
问题时，当他被授予“高级工程师”和“技
师”职称时，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在他心
中油然而生。谢邦鹏觉得，自己距离电力
报国的梦想更近了。

当丰沛知识遇到丰富实践，创新的火
花就如烟花般灿烂。2011 年，公司决定让
谢邦鹏担任浦东供电公司运检部继保班班
长。根据书本上的班组管理知识，结合他
们班组的特点，谢邦鹏带领班员们一条条
梳理、修订班组管理制度和标准化作业流
程，并结合他自己“摸爬滚打”的实际经验，

设计了班组军事化班会制度、新员工安全
帽“授帽”仪式等安全活动；他还琢磨出了

“111”培训机制，即“一个人、一套资料、一
年时间”，通过这个机制，班组的新进员工
可以使用班组整理出的一套资料，通过一
年左右的教育培训基本达到工作负责人所
要求的技术水平。

水滴石穿。在谢邦鹏带领下，他们班
组连年被公司评为“优秀班组”。尤其是在
担任班长的两年时间，谢邦鹏和他的团队
申请了专利 27项，发表了 7篇 EI、核心期刊
收录的科技论文，而这一切都是他们利用
工余时间完成的。

如今，随着浦东的快速发展，对电力
供应的要求越来越高，谢邦鹏面临着智能
设备、智能电站等检测维护的一系列全新
课题。怀揣梦想，谢邦鹏觉得每天的生活
充实又饱满。“无论多么伟大的梦想，都要
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现。”话音刚落，谢邦
鹏就又一头扎回了繁忙的电力设备检测
维护中⋯⋯

上海电力浦东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员工谢邦鹏——

博 士 班 长 的 报 国 情
本报记者 吴 凯 李治国

初夏时节，32 岁的普琼准时
到达西藏日喀则地区岗巴县隆中
乡路口，等候着从岗巴县邮政局
驶来的邮车。

普琼是岗巴县孔玛乡乡村邮
递员，做报刊征订和投递工作已
有 7个年头。

当绿色的邮车出现在普琼视
野，他急步走上前去，戴上手套，
将已分好的报刊和信件利索地装
上身旁的拖拉机。

普琼负责岗巴县孔玛乡党委
政府、3 个村的投递任务，投递区
域都在海拔 5040 米的高原上。
点多、线长、面广，每天主要的任
务是投递 657 份报纸、杂志，还有
部分信件和邮包，日行程 52.5 公
里。“如果天气好，可以开拖拉机
去；冰雪掩盖了道路，他只能骑马
前往；要是雪下得太大，他就只能
步行投递。”岗巴县邮政局局长边
巴扎西解释，由于居住分散，牧民
看报收邮件十分不便。然而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普琼的邮
包 非 但 没 有 减 轻 ，反 而 越 来 越
重。除了报刊、信件，网购等现代
包裹也钻进了普琼的邮包。

用 雨 衣 将 报 刊 、信 件 裹 得
严 严 实 实 ，普 琼 才 发 动 拖 拉 机
向孔玛乡驶去。这是普琼的第
二辆拖拉机，7 年前的那一辆已
经跑坏了。

记者搭上普琼的“拖拉机邮
班”。在起伏不平的道路上，拖拉机艰难地前行。车轮一
会儿陷入水沟，打滑时卷起的泥屑溅得很高；一会儿又撞
在路边的石头上，引起的急停颠簸让人猝不及防。好几
次，记者差点被甩下车。不到 5 公里路，拖拉机摇摇摆摆
走了将近 20 分钟。普琼笑着对记者说：“这条路我每周
都要跑好几趟，陷在砂石地里更是常有的事。”

下午 4 时许，普琼的“拖拉机邮班”停在了孔玛乡德
庆村村委会前。村委会主任格桑正焦急地等待普琼的到
来。从普琼手中接过几份藏文版党报党刊，格桑迫不及
待打开报纸并小声念了出来。不一会儿，格桑周围聚集
了一大堆牧民，安静地听着报纸上有关的中央精神。“在
这雪域高原上，普琼就像太阳一样温暖！”格桑说。

“由于我们采取随到随投，从拉萨到岗巴县孔玛乡
854 公里邮路，邮件仅 3 天就能送到牧民手中。”日喀则
地区邮政局副局长佟珠证实。但普琼认为，“如果高原邮
路更通畅，当天就能送到该多好。”

这些年的投递工作，让孔玛乡牧民认识了这个老实
厚道的乡村邮递员。当走完最后一个投递点——乃金
村，普琼回到家中已是晚上 8 点多钟。在雪域高原邮路
上，像普琼一样长期奔波在高原、雪山、峡谷间的基层邮
递员，在党和藏区乡亲们之间架起了一座座连心桥。

西藏岗巴县孔玛乡邮递员普琼

—
—

架起雪域高原连心桥

本报记者

夏先清

在山东省胶州市胶莱镇大赵家庄村，有一位农民，虽只
有初中文化，却拥有 8 项国家发明专利；虽自己不种土豆，
却改变了农民收获土豆的工作方式；虽没学过机械专科知
识，却发明了远销欧美的马铃薯生产机械。他就是当地的
农民发明家——吴洪珠。

胶莱镇，土豆常年种植面积超 5 万亩。因土豆收获期
集中，以往靠手抠撅刨，每到收获旺季，土豆种植户体力消
耗非常大，效率也很低。

1998 年前后，打小就好捣鼓机械的吴洪珠萌生了造土
豆收获机的想法。从此，一有空闲，吴洪珠不是钻书店查资
料，就是找村里搞机械的“老把式”讨教，要不就是躲在院子
里的铁堆里捣鼓。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9 年春，一款大小跟普通手推车
相仿，由输送链条、收割刀、限深轮和薯土分离装置等组成
的，靠拖拉机主机带动的简易土豆收获机在吴洪珠家院子
里“问世”了。经过几番调试，吴洪珠便和妻子把其加装在
自家的拖拉机上，开进了田里。

土豆收获机“处女秀”的效果怎样？2 亩多土豆个把小
时就搞定了，比以往全用人工收获效率提高了十几倍。

吴洪珠没有就此停手，他又利用几年时间，对土豆收获
机进行了几次大的改进，使土豆收获机不仅故障率减少了，
而且大大降低了土豆破损率。改进后的机器可适应多种土
质，且可带秧收获，加装在 25 马力的拖拉机上，一小时的作
业量达到 3亩以上，相当于 60多个劳动力的工作量。

2005 年春，伴着一阵喜庆的鞭炮声，吴洪珠以其名字
注册的农业机械公司在村里开张了，当年就卖出 50 多辆收
获机，吴洪珠成为当地的“风云人物”。目前，吴洪珠还有 7
项专利正在申请中。公司还投入 240 万元引进了意大利奔
腾楚天 3000 瓦进口激光切割机，以此进入大型马铃薯种
植机械领域。

眼下，吴洪珠正在扩建自己的厂房，他说，自己的梦想
是 3 年内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马铃薯机器生产厂家，让每
一个种植马铃薯的地方都用上自己的发明。

山东胶州大赵家庄村村民

吴洪珠——

农民发明家的产业梦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刘振华

“人人为老”是李吉航公司的名称，也是他的一个梦
想。“人人会老，所以应该人人为老。”这个 1985 年出生于
甘肃永昌农村的小伙子幽默、健谈，经常会哄一些他所服
务的老人开心，但说起与他的年龄还很遥远的“养老”事
业，他会很认真地说，“照顾好今天的老人，就是照顾明天
的我们自己。”

从陕西师范大学毕业后，学旅游管理的李吉航在西
安当了两年导游，“每年能挣个 10 多万元，但是我老觉着
不安心，这不是我想干的事。”2010年，一位老师告诉李吉
航，兰州有个虚拟养老院，或许能让他找到自己的事业。

虚拟养老院是兰州市城关区推广的一种新型养老模
式，通过一个完整的信息系统，将老人与加盟的家政企业
联系在一起，从而为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

2010 年 11 月，李吉航注册成立了“人人为老服务中
心”，成为兰州市城关区虚拟养老院的加盟机构。“刚成立
时招了 30 个人，培训完之后只剩下 12 个。”这段艰难的
经历却被李吉航眉飞色舞地讲出来，记者能从他的言谈
举止间看出他对这个事业的热爱。

会干活儿还会说笑的李吉航在为老人服务中跟很多
老人成了忘年交，他的手机号也成为大家的热线。人人
为老公司服务的片区有一些孤寡老人，身体不太好，李吉
航经常半夜接到他们的求助电话，于是，连医院急诊科的
大夫也成了他的熟人，每次见他都会打个招呼：“小李又
把老人送来了？”

尽管目前人人为老服务公司的效益并不是很好，但
李吉航有他坚持的理由。“主要是自己心里踏实，很多无
儿无女的老人其实就靠在我们身上，虽然服务费用由政
府补贴，但服务的时间长了，就有了感情，我们的很多员
工也像伺候自家老人一样照顾他们，逢年过节，大家还自
己掏钱给老人买礼物。”

李吉航也坚信养老产业的前景。“目前，我们公司已
经在兰州市的七里河区、安宁区、西固区成立了服务点，
说明社会认可我们的服务。”但李吉航的目标远不止于
此，他不仅想把人人为老的服务点开到全省乃至全国各
地，他心里还有更广阔的蓝图，“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我还想涉足各种针对老人的专业化服务，比如老年服务
器材生产中心和租赁中心、日渐照料中心等等。”

甘肃大学生创业者李吉航——

让每位老人安享晚年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陈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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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李剑在银川市文化城门店展示深受市场欢迎的

剪纸产品。今年 28 岁的宁夏姑娘李剑从母亲那里传承了

剪纸艺术。大学毕业后，她选择自主创业，短短 4 年时间，

就把一个家庭小作坊发展成为拥有 15 名员工、带动数百名

农村妇女就业、年销售额近 300万元的企业。

李 然摄（新华社发）

左图 石嫣指着蔬菜上的虫说，因为不打农药，就要想

办法处理蔬菜生的虫。“分享收获”是按照“社区支持农业”理

念创建的绿色农产品产销服务模式，创办者石嫣是农村发展

专业博士。如今，“分享收获”已经拥有3个生产基地，今年上

半年他们的会员达到400余户。 新华社记者 李 文摄

女大学生带动百名妇女就业女大学生带动百名妇女就业

大 学 生 的 农 夫 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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