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月下旬，一场寒流使太行山的气温降
至-20℃以下。在这最寒冷的时节，一位脸
色黝黑、穿着随意的汉子，奔波在这里的果树
集聚区。他每到一地，身边很快就聚拢起不
少前来请教的农民。他则有问必答，不时走
进果园里指着树、剪着枝作讲解。他就是太
行山赫赫有名的“科技财神”、河北农业大学
林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保国。

他扎根太行山 30 多年，创新推广了 36
项农业综合生产技术，帮助农民增加销售收
入 35亿元，带动 10余万农民脱贫致富。

心怀一个梦，
誓让太行披绿装

1958 年，李保国出生于河北武邑县的一
个农民家庭，生活的艰辛让他从小就立志要
改变农村面貌、改变贫困生活。

1977 年，李保国考取河北林业专科学校
蚕桑专业。3 年的大学生活结束后，他留校
任教。此时的他更深刻感受到我国农业生产
技术的落后，一门心思琢磨着要用自己所学
让农村尽快美起来，让农民尽快富起来。

李保国将太行山作为施展自己抱负的场
所。绵延千里的太行山几乎横贯河北全境，
仅 25 度以下的荒山荒坡就有 1500 多万亩。
在这个区域，有三分之二的农民人均收入
在贫困线以下。如果将荒地开发成能栽种果
树的良田，按照一亩荒地开垦四分良田计算，
就能增加 400 多万亩高效林地；按每亩开发
需要投入 3 万元计算，可增加社会投资 1200
多亿元；开发后的荒山按照每亩增收 4000
元计算，每年可为农民增收 100 多亿元。这
样一来，既能扩大内需、改善环境，还能致富
农民，可谓一举三得。

这时，恰逢河北林学院、河北农大在太
行山区建立产学研基地。李保国与妻子郭素
萍一起，作为首批山区综合开发课题攻关组
成员挺进太行山。

在邢台县浆水镇，李保国开展小流域治
理，清晨 5 点上山，晚上七八点才返回。山
里条件差，他一直过着棒子面糊糊加咸菜的
生活，有时几个馒头、一瓶开水就是一顿
饭。为方便工作，他还将刚满周岁的儿子和
岳母接到山沟沟里。

在内丘县富岗村，李保国在农民家里住
下，搞起苹果高效栽培技术攻关。他白天上
山搞实验，晚上挑灯夜战学知识。那时山区
没有电，李保国只能就着煤油灯看书，鼻孔
被油烟熏得黑黑的。

在临城县狐子沟，他与垦荒队员一同住
在荒山野岭上临时架设的窝棚里，饿了啃干
粮、渴了喝凉水。不少年轻人离去了，而这个
不拿任何报酬的大专家一直在坚持⋯⋯

采访中，前南峪已退休的党总支书记郭
成志说：“当年的太行山不仅生活艰苦，施工
条件也有限，用的‘土炸药’都得手工制作。
为此，每次放炮李保国都亲自动手。有一次，
一管炸药未能按时爆炸，李保国上前察看，可

就在这时炸药爆炸了。幸运的是，李保国只
是被崩了个大跟头，没受伤。”

隆隆的炮声中，“山中造地”技术渐成体
系，土加厚了，水留住了，树木的成活率从
10%提高到 90%。由李保国创造的“聚集土
壤和径流”的“两聚”造林理论，使太行山 140
万亩荒山披上绿装。

前南峪整地成功仅仅是李保国一系列科
技攻关成果的一个。30 年间，他在太行山完
成各类集成技术创新 36 项，累计应用面积达
1826万亩，为农民增加收益 28.5亿元。

胸有一腔情，
愿育弟子成栋梁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李保国不
仅是科技攻关的高手，也是甘为人梯的良
师。他在河北农大工作的这些年，共培育农
业科技人才千余人。

谈起企业技术顾问李保国，岭城县绿岭
公司董事长高胜福说，1999 年初，自己响应
县里“四荒”治理开发的号召，牵头成立了绿
岭公司，并与合伙人一起承包了临城县城北
的 3500亩荒山，“可俺们不知如何开荒，老牛

啃南瓜无处下口”。高胜福几经联系，找到了
李保国，聘请他作技术指导。当年，李保国就
带领课题组成员进驻绿岭荒坡，开始进行调
查和规划。在一无土二无水的洪积冲积多砾
石荒地上，李保国他们实测了 20 多个土壤剖
面，最终将省水、省肥、易管理的核桃作为主
要种植品种。在李保国的规划下，绿岭公司
把荒山变成良田，并将结果早、效益高、品质
好的“香玲”和“丰辉”作为主栽品种。

绿岭项目获得高产的同时，李保国带的
学生也在实践中成才。在绿岭项目攻关中表
现出色的陈利英一毕业就被企业留下，很快
成长为技术主管。

在此后的工作中，陈利英和她的科研团
队不断进行科研创新，先后为公司探索出机
械化高规格整地、优质壮苗高成活率栽植、涂
聚乙烯醇越冬防冻、地面覆盖防草保水、小管
出流节水灌溉等技术，使核桃亩产达 460 斤
以上，亩效益在 8000 元左右，陈利英也获得
河北省“全省农业科技带头人”称号。

李保国常说：“一个人本事再大，意志再
坚，力量毕竟有限。但如果让更多学生拥有
老师的本领和意志，就能创造出更大的合
力。我十分愿意做人梯，让更多学生成长为

有益于社会的栋梁之材。”
出于这样的认识，李保国无论是课题攻

关还是下乡实习，都与学生们一同住联排通
铺，一同做试验课题，一同搞劳动实习。就在
这种手把手、肩并肩的实践教育中，许多学生
在学习期间就取得了科研成果。学生汤轶伟
在读研究生阶段就从事核桃适时剪枝的专业
研究，经过上千次实验，他颠覆了冬季修剪的
传统做法，将剪枝时间确定在春季发芽前的
20 天以内，避免了因剪枝时间不当造成营养
流失 20%。目前，这一创新成果已被写入教
科书，并被全国果农所接受。

在平山县葫芦峪的山场开发中，李保国
的学生史薪钰从事 25 度以下山坡开发坡面
结构稳定研究。李保国不仅与她一同确定课
题，还不时赶到现场，与她一同研究解决在科
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和
试验，葫芦峪的山场开发坡稳研究取得了当
年治理、当年坡面稳定的效果。截至目前，该
地 4 万亩山场披上了由 300 多万株果树形成
的绿装，她的研究成果也在全省推广，成为太
行山、燕山综合开发的最佳样本。

身带一团火，
促富农民千万家

“科学技术在生产中得到具体运用，才能
转变为真正的生产力。由此可见，科研创新
和科技推广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李保国
说。

心中有梦的李保国想做一个科技推广的
播火者。30 年里，他有一多半的时间在农
村基层奔波，在全省举办了各类培训班 800
余场次，培训人员达到 9 万余人，使科学技
术得到了广泛传播。

李保国说，“太行山的群众最朴实，也
最现实，他们看不到实际成果很难有所行
动。然而，一旦看到效果，他们就毫无保留
地投入力量”。

李保国讲了一个早期推广果树科学管理
的故事。1982 年，他第一次到前南峪建滩队
指导苹果管理，刚到那里生产队长郑津玉就
问：“小伙子，你今年多大了？”李保国回答：

“我是 1958 年生人。”郑津玉说：“我 1956 年
就开始管理这片苹果园了，来我们这儿的教
授多了去了。”李保国没有理会他的话语：“先
让我管理 100棵树行吗？”在社员们疑惑的目
光中，李保国冬天踏着大雪修剪果树，夏天顶
着烈日进行花果管理。一年下来，李保国管
理的果树长得最旺、果子个头最大、果形最好
看、总产量最高，来买苹果的人都想买李保国
树上的。当时市场上苹果卖三四毛一斤，他
管护的苹果卖到两块五一斤。群众对这个年
轻人彻底服气了，纷纷来找他取经。

老百姓一旦认准了你，就能与你心贴
心。此后，在前南峪，李保国说什么，老百
姓就信什么。在李保国的指导下，前南峪村
由草都长不好的秃岭变成了“山顶洋槐戴
帽、山中果树缠腰、山底高效水果抱脚”的
好地方，林木覆盖率达 90.7%，植被覆盖率
达 94.6%，年集体纯收入达 3080 万元，全

村人均纯收入突破 1 万元，村子还被命名为
国家 4A 级森林公园。

如果说前南峪的成功在于示范带动，内
丘县岗底村的成功则在于精心设计和全面推
广。1996 年，一场特大暴雨席卷太行山大
地，山烂了，路垮了，地毁了。李保国随着
省里组织的灾情考察组来到岗底村，眼前的
场景让李保国很辛酸。他捡起一个烟盒写上
自己的电话号码，对村党支部书记杨双牛
说：“不要灰心，村里的山冈上不是还有几
十亩果树吗？你要是愿意，我帮你把这个产
业做起来。等上山的道路修好后，你就给我
打电话。”半个月后，杨双牛打来电话，告
诉他道路已经修好。

于是，一场以信任对信任的科技播火活
动在岗底村展开了。1997 年初，李保国与
妻子郭素萍如约来到岗底村住下。白天，李
保国一座山接一座山地考察；晚上，他挑灯
夜战为岗底村量身定制山场改造施工方案。
看到村里非常贫穷，李保国拿出 5 万多元买
了纸袋送到岗底，并手把手教村民进行苹果
套袋管理。

等荒山全部披上绿装，李保国又设计了
一个有着128道工序的生产管理方案，并印成

“明白纸”，让村民像工人生产标准件一样生
产苹果。可在落实“明白纸”的过程中，村民
安小三仗着有几分聪明，总爱跟李保国较
劲。李保国讲技术，安小三当面点头，背地不
服。结果，秋后一算账，安小三的 4 亩果园赔
了 4000多元。同村的杨会春是个老实人，专
家叫干啥就干啥，同样的 4 亩果园，他的纯收
入却达到 1.5 万元。这一明显对比教育了安
小三，也教育了全村百姓。从此以后，大家严
格按照这128道工序抓管理，“富岗苹果”栽种
取得巨大成功：1999 年昆明世博会上夺得银
奖，2008 年被确定为北京奥运会专供果品，
2011年获得全国驰名商标。如今岗底村村民
仅苹果一项，人均年收入就达 2.5 万元，村里
80%以上的村民住上了楼房，开上了小轿车。

一区一地的成功效果有限，李保国又产
生了建设完善科技推广体系的新思路。他认
为，尽管自己使出浑身解数，在全省建立起
30 多个示范点，但这些示范点的辐射带动效
果毕竟有限，能不能组织一种农业科技创新
推广的战略联盟，让高效农业生产技术得到
最广泛的传播？说干就干，李保国不顾身患
疲劳性心脏病，每天奔波在全省各个重点产
区和龙头企业间，牵头成立了河北核桃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河北苹果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并使加盟的集中生产区域和大型
龙头企业总数均超 50 个，其中覆盖核桃产业
面积 100 万亩左右，占全省总栽种面积的
80%以上；覆盖苹果产业面积达到 30 余万
亩，占全省苹果栽种面积的 60%左右。

正是因为有了李保国这样的科技专家的
带动，河北山区综合开发取得非常显著的成
效。2011 年至 2015 年，太行山、燕山两处连
片特困区贫困发生率由 33.7%下降到 18.1%，
146万山区贫困人口实现了稳定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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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行 山 上 的“ 科 技 财 神 ”
——记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保国

本报记者 雷汉发 宋美倩

1 月 29 日，甘肃宕昌县何家堡乡草坪子
村洋溢着节日气氛，村民们对这一天的到来
激动不已——村里的养鸡合作社要开“股东”
分红大会和全村“颁奖大会”了。

一大早，入社的村民就来到村里新修的
小广场。尽管很多人不太清楚“股东”是啥意
思，但他们都将以这个身份领到至少 2000
元的分红。而此前，这个小山村的贫困户们
以为“入股分红”只是干部们说说而已。

人人喜笑颜开。比草坪子村村民更高兴
的，是宕昌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刘永成。为了
这半天的“喜庆”，过去的大半年里，他没睡过
一个踏实觉。

去年 4 月，刘永成接到一项新任务：结对
帮扶全县贫困程度最深的村子之一——何家
堡乡的草坪子村。

这是怎样的一个村子？“别的贫困村是缺
产业、缺技术、缺发展基础，草坪子不仅缺这
些，连劳动力都缺。”想起第一次进村调研的
情形，刘永成就会皱眉头：全村 69 户 297 人
中，无劳动能力的有114人，占总人口的38%；
残疾人家庭16户，占全村总户数的23%。

“全村只有 6 名外出务工人员，没出过一
名大学生，没有人在外有稳定工作。”最让刘
永成发愁的是村民的精神面貌。他负责联系
的贫困户罗云，因为交通意外赔偿负债较重，
妻子长期患病，“家庭成员不仅没有笑容，还
感受不到一丝对生活的希望”。

草坪子要脱贫确实难，但也没难住有丰
富经验的刘永成。经过十多天的逐户走访，
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对身体好的进行培训，让
他们外出务工；劳动能力差的在家放养土鸡。

宕昌有一种几乎绝迹的农家土鸡，因头
顶有一簇绒毛，被当地人称为帽帽鸡。“这些
年，帽帽鸡越来越少，可这是咱这里独有的资
源。”刘永成分析说，地处林缘区的草坪子土
地产出少，但适合围栏放养帽帽鸡，“养鸡劳
动强度不大，符合草坪子村的劳动力状况”。

找到发展方向只是迈出了第一步，等待
刘永成和他同事们的，还有很多难题。

怎么动员安于现状的群众？群众不懂养
殖技术该咋办？钱从哪里来？往哪儿销售？
在基层工作中屡有创新之举的刘永成这次心
里也有点打鼓：期望值高，但难度更高。

去年 5 月，按照“党支部+合作社+电商+
贫困户”的模式，草坪子村采取单位帮建、支
部筹资、农户入股的办法，将村里 32 户贫困
户全部纳入合作社，组建了羌凤帽帽鸡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32 户贫困户每人入股资
金 1000 元，由县委组织部从办公经费里挤；
支部出的钱，由各帮扶单位筹集；贫困户每人
免费发 20只鸡苗，由组织部的干部捐赠。

解决了钱的问题，缺人、缺技术在“管人
才”的组织部长刘永成面前就是小事一桩了。

“党支部的带动能力弱，就从经验丰富的乡镇
干部中选派第一书记；群众不懂养殖技术，就
选了兽医局的干部来参与帮扶工作队⋯⋯”

村民陈闯新的儿子是残疾人，夫妻俩只能
在家务农。“2014年，我凑了点钱准备养土鸡，
鸡舍快建好时没钱了。”就在陈闯新犯难时，帮
扶干部带着办合作社的想法找到了他。“盖了
一半的养鸡场被折价 4 万元入股，这次拿到

8000 元分红。我们老两口在养鸡场当管理
员，每月也有2000元工资。”陈闯新说。

“帽帽鸡肉质好、营养价值高，非常适合
在我们这种山林地放养。我们在全县征集种
蛋进行孵化育种，从而带动贫困户养殖。”县
畜牧兽医局干部吴自林是草坪子村驻村帮扶
工作队队员，“现在一只公帽帽鸡可卖 200 元
以上，母鸡约 150 元，供不应求，有很多云南、
四川、浙江的客商打电话来要种蛋”。

养鸡效益怎么样？草坪子村网店“掌
柜”、大学生村官苏媛记着账，“去年 5 月至
今，土鸡销售额有 11 万多元，还有其他土特
产 6 万多元”。让苏媛意外的是，以前闭塞落
后的草坪子村民们，也爱上了网购，“除了一
些小型农机具，还有老人找我代购电热毯、棉
马甲这些生活用品。目前村里网购的金额也
有 17万多元，基本实现了‘进出口’平衡”。

村民罗云一家收到合作社免费投放的
20 只鸡苗没多久，又自费买来 24 只普通鸡
苗。在分红大会上，罗云拿到了 2000 元的
分红，妻子被评为“养鸡能手”，得到了 200 元
奖励。“养鸡不费劲，过完年妻子在家养鸡，我
就出去打工。”罗云说。

在草坪子村委会，挂在墙上的几张精准
扶贫相关图表既“难看”又“好看”。“难看”的
是，在喷印出来的图表上，在“帮扶进度”一
栏，每个贫困户的名下都贴了一沓子纸条。
粗略翻看，每张纸条上都密密麻麻地记录着
贫困户的“培训”“养鸡”“销售”等详细情况。

“好看”的是，每张表格内容一目了然，不仅有

“致贫原因”“脱贫计划”等内容，还动态记录
了每名外出务工人员每月的详细收入。

除了养鸡，宕昌县委还对村里的劳力进
行了培训。2015 年，草坪子村外出务工创业
人员达 67 人。从最初的 6 人到 67 人，如此变
化令人欣喜。何家堡乡决定对外出务工纯收
入 3 万元以上的 10 名群众进行表彰奖励，鼓
励广大群众外出务工创业。去年参加完务工
培训后，贫困户朱贵中就去新疆务工，一年下
来挣了 3 万多元，成为当天大会的获奖者。

“又教技术，又帮忙入股，这个奖应该发给县
上的干部们。”朱贵中说。

9 个月里，草坪子村的羌凤帽帽鸡养殖
合作社共实现盈利 8.2 万元，理事会决定将
这些利润全部分配给股民。“没想到这么快见

效益。”从门外汉到现在的“养鸡专家”，刘永
成知道这个成绩有多不容易。几个月来，他
一有空就往草坪子村跑。有时候人在县城，
一听说养殖场有风吹草动，就立刻赶过来看，
还自学了大量养殖知识。“按理说合作社成立
不到一年，还没到分红的时候，但我觉得需要
给乡亲们鼓鼓劲，让他们有更大的动力，今年
村上人均收入能超过 4200元。”

吴自林说，目前，合作社养殖场还在进一
步扩建改造，提升规模，预计2016年培育种鸡
3000 只，孵化鸡苗 30 万只，销售鸡苗 45 万
只，年销售收入310万元，实现利润90万元。

“明年再开分红大会，每人可能就有几万
元的收入。”看着一张张带着笑容的脸庞，刘
永成长舒了一口气：“今晚能睡个踏实觉了！”

◀◀ 李 保 国李 保 国

（（右二右二））给平山县给平山县

的群众进行核桃的群众进行核桃

种植技术培训种植技术培训。。

▼▼ 李 保 国李 保 国

（（左四左四））为学生进为学生进

行技术示范行技术示范。。

邢邢 宣宣摄摄

草坪子村的草坪子村的““分红分红””大会大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琛奇李琛奇 陈发明陈发明

宕昌县何家

堡乡草坪子村的

贫困户领到村里

羌凤帽帽鸡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分红。

陈发明摄

▶ 李保国（前左

一）在果园里为群众

讲解相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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