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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专注成就价值人生

李丹丹

张忠锋张忠锋（（左一左一））在青海省西宁市曹家堡机场为赴北京参在青海省西宁市曹家堡机场为赴北京参

加研学活动的师生送行加研学活动的师生送行。。 梁 艳梁 艳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左图 潘成（左）在基地查看天麻生长

情况。 汪 沙摄（中经视觉）

右图 潘成（左）在实验室观察菌株生

长情况。 汪 沙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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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河 源 头 勇 担 当
本报记者 马洪超

“ 天 麻 讲 师 ”带 致 富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潘成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小潘来了！”随着贵州云上乌蒙天麻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蒙天麻科

技”）种植基地工人的一声吆喝，只见一名戴

着黑框眼镜、皮肤黝黑的壮实小伙矫健地沿

着斜坡爬了上来。工人们口中的“小潘”名

叫潘成，是从事天麻种植技术研发推广的技

术员。

自 2015 年入职乌蒙天麻科技以来，潘

成一直扎根乌蒙山脉，以森林为家、实验室

为伴、菌种为友，潜心天麻种植技术的研发

和推广，从一名大学生一步步成长为当地天

麻产业的技术带头人、群众增收致富的好帮

手。2023 年，潘成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勤学苦练长本领

“我出生在农村、成长在农村，大学读的

是中草药栽培与鉴定专业，成长和学习经历

都和农业相关。看到乌蒙天麻科技招聘技

术员，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潘成说，他

2015 年 4 月入职乌蒙天麻科技担任技术中

心技术员，自此与天麻结下了深厚的缘分。

入职之初，潘成满怀雄心壮志，发誓要

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一番成就来。“当时对

自己的专业水平还是比较自信的，认为自己

凭借积累肯定能干好技术员的工作。”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第一次烧锅

炉，我连火都没点燃。”潘成回忆。进入技术

中心后发现，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并非易

事，除了要有理论知识积累，还得有充足的

经验。

“天麻是中草药，只在实验室围着瓶瓶罐

罐转悠，是搞不出能满足实用需要的技术成

果的。”潘成说，为了积累实践经验，他向实践

学习、向群众学习，下沉到天麻育种、种植、加

工等环节轮岗锻炼。用了一年半时间，他逐

渐熟悉了公司各生产环节的技术要领。

“高手在民间，是因为实践出真知。”随

着与天麻种植户的接触不断深入，潘成更加

深刻地意识到，经验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很多天麻种植户在菌种研发、种植等方面

都有丰富的经验，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不少启

发。”潘成说。

只要有学习的机会，潘成就不会放过。

在公司的支持下，他参加了多个专业培训

班，学习各种技能，进一步开阔了视野。“越

是学习，越感觉到自己的不足，在老师、专家

们的点拨下，我对天麻种植的兴趣日益浓

厚。”潘成还虚心向经验丰富的同事“取经”，

通 过 不 懈 努 力 ，其 天 麻 种 植 技 术 越 来 越

娴熟。

据了解，入职 8 年来，潘成深入钻研天

麻、冬荪的种植加工等技术，注重将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累计在各类期刊发表了 13 篇

论文，申请了 4 项专利。

深入研发促生产

在技术中心同事眼中，

潘成是个“工作狂”，扎进实

验室就不知道下班，做不

好 一 件 事 情 不 允 许

自己休息，在菌种生产实验室里时常能看到

他的身影。

“做试验就要不怕枯燥，搞研究就得深

入细致。”潘成不仅勤奋好学、吃苦耐劳，还

有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

一次，潘成带领技术团队围绕菌种菌株

筛选、生产工艺开展技术研究，研发形成的

液体菌种生产技术集成，让菌种生产周期较

原来缩短了四分之一，生产成本降低了三分

之一，菌种质量大幅提升。在此带动下，企

业 的 菌 种 生 产 效 能 大 幅 提 升 ，年 产 量 从

2015 年的 50 万袋提升到如今的 300 万袋。

目前，乌蒙天麻科技生产的天麻菌种已经被

国内各天麻主产区采用。

同时，潘成与他的团队从蜜环菌、萌发

菌的工艺和配方等环节入手，将菌种的成品

率从 90%左右提升至 98%，大大提高了市场

竞争力。此外，将天麻种植由林下仿生栽培

改为生态设施培育，从而更加精准把控天麻

生长的环境条件，实现了稳产、高产。

在菌包转换模式上，潘成及团队积极探

索由砍柴培育菌材到直接用菌包种天麻，减

少了操作工序，节约了栽培成本，在一定程

度上减少了对生态的破坏，逐步形成了较为

稳定、可行的技术规程，大幅提升了天麻生

产的规范性。

潘成还积极参加公司承担的技术研发

及应用推广项目。目前，已累计参与承担

贵州省有关部门的技术研发、成果转化、

应用推广、品牌建设等项目 15 项，其中作

为第一主要完成人通过验收的有 5 项。“技

术创新是企业赖以生存的根本，农业生产

技术千变万化，想要在这个领域中保持领

先优势，就必须不断深入探索研究。”潘

成说。

如今，乌蒙天麻科技已建立了 3000 余

亩的天麻林下仿野生生态种植基地及农户

合作基地，建成天麻初加工、深加工生产基

地 1000 平方米，年加工产量达 500 吨，基本

形成天麻育种、天麻种植以及天麻加工、储

存、销售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心系群众助振兴

“起初只是想在基地打点零工补贴家

用，没想到还能学技术。”贵州省百里杜鹃管

理区普底乡红丰村天麻种植能手杨子兴说，

“多亏了潘成！他教给我们天麻种植技术。

现在，只要他搞培训，乡亲们都很乐意去

听”。为了教会村民种植天麻，潘成常常在

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手把手地教村民，让他

们逐步学会了新技术。

潘成工作所在的百里杜鹃管理区，曾是

乌蒙山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潘成告诉记者，

“造成群众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懂

技术是重要的致贫因素之一。技术匮乏让

土 地 、森 林 等 资 源 没 能 发 挥 出 应 有 的 效

益”。要让群众稳定增收，提高其就业能力

和就业本领是重要突破口之一。潘成以“天

麻技术讲师”的身份，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

术技能培训，给广大农户传授天麻种植和加

工技术。

“给农民培训要有耐心，理论一定要结

合实际来讲。”潘成告诉记者，当地农民的文

化水平都不太高，让他们听懂专业知识并不

容易。他会根据农民需求，不断优化培训内

容、改进培训方式，逐渐总结出一套内容实

用的培训模式。据了解，潘成近 3 年来累计

集中指导培训农民 1800 余人。

培训活动的开展既增强了农民的种植

本领，也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改变了他们的

生产观念。杨子兴说：“我家祖祖辈辈都是

种地的，从来没想过种地还需要啥技术。不

过现在大伙儿看到了技术带来的巨大收益，

对技术培训都更上心了。”

掌握了先进的种植技术后，群众种植天

麻的积极性提高了。红丰村党支部书记钱

福香介绍，红丰村依托生态资源优势，种植

300 余亩天麻，走出了一条发展依靠群众、

产业惠及群众的乡村振兴之路。

“随着天麻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村

民正在搭上致富快车。”钱福香说，如今，百

里杜鹃管理区的天麻种植面积超过 1.2 万

亩，年产值达 2000 余万元，天麻产业已成为

百里杜鹃管理区重要的特色产业之一。

“我喜欢山林间泥土的芬芳，也钟爱实

验室里的瓶瓶罐罐。”潘成表示，如今虽然走

上了新的工作岗位，但将继续扎根基层，刻

苦钻研，为天麻产业的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贡献才智和力量。

黄河从巴颜喀拉山发源后，数百条河

流汇聚到一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

州玛多县。这个县被称为“黄河源头第一

县”，也是青海省海拔最高的县，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年均气温零下 4 摄氏度，生

存环境之恶劣可想而知。但国网吉林省

电力有限公司援青干部张忠锋毅然跨越

3600 多公里，克服诸多艰难险阻，奔赴玛

多县承担援助任务，在高原戈壁上贡献智

慧和力量。

“第一次听到‘玛多’这个地名时，我

还不知道它的具体位置。”微信视频里，只

见两颊晒出“高原红”的张忠锋给同行人

员递上氧气瓶和晕车药，随后自己也戴上

氧气瓶面罩。

作为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延边

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张忠锋在 2022 年 1 月

主动向组织提交援青申请，并于当年 7 月

抵达青海省，从上一批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援青干部手中接过了接力棒，担任玛多县

副县长。

初到玛多，因高原反应强烈，张忠锋

整整 3 天没有睡着觉，借助吸氧才能勉强

入睡。同事劝他到海拔稍低的乡镇缓一

缓。“我来这里是要工作的，不能一有情况

就下高原，扛一扛，没事。”张忠锋挺过了

上高原后最难熬的第一周，之后一待就是

一年多。

一年以来，张忠锋跑遍了玛多县 30

个村。不通公路的地方，他就步行前往。

下乡途中肚子饿了，就吃点风干牛肉、凉

馒头，晚上赶不回单位就在车里将就，每

次都写好调研日志以便推动日后的工作。

“敬礼！”今年 9 月 1 日，玛多县民族寄

宿制中学教学楼前的小广场上，七年级学

生 代 表 央 增 拉 毛 给 张 忠 锋 佩 戴 上 红 领

巾。“终于能够回家读书了，感谢您！”

2021 年 5 月 22 日，玛多县发生 7.4 级

地震，县民族寄宿制中学校舍在地震中受

损，供热锅炉也被毁掉，像央增拉毛一样

的 900 多名学生被分别安置在数百公里

外的果洛州其他几所中学异地求学。

为了尽快让孩子们回到学校，张忠锋

全身心投入该中学实施清洁供暖改扩建

项目中。玛多县高寒缺氧，每年建设工期

只有 3 个多月。为加快建设进度，张忠锋

白天往工地跑，晚上还要查阅资料，修改

有关方案。带着跟时间赛跑的紧迫感，张

忠锋督促施工队用 3 个多月时间完成了

主体工程建设。

供暖项目建好了，供电方面又出了难

题，学校预计 10 月份才能通电。“娃娃们

9 月 1 日 就 要 开 学 ，10 月 通 电 可 来 不 及

啊。”民族寄宿制中学副校长杨义萍焦急

地找到了张忠锋。

张忠锋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决定迎难

而上。“一定要在开学的时候，让孩子们用

上电力清洁供暖。”他说。

供电容量不够——主动协调国网果

洛供电公司，开通绿色通道，新建 1 万千

伏安容量的变压器，新建一条 10 千伏星

十路专线供电；

招标材料不能及时到位——请求国

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援助，在青海省范围内

提前进行物资调配；

施工人员力量不足——协调施工单

位增加 15 名施工人员，从早上 7 点到晚上

11 点，两组同时施工⋯⋯

为抢抓工期，张忠锋克服高原反应带

来的不适，组织设计单位进行勘查。8 月

9 日开工建设，8 月 23 日锅炉正式带电运

行。学校不但有了充足的供暖，还用上了

专用的洗浴锅炉，寄宿的学生再也不用为

洗不上热水澡发愁了。

在工作走访中张忠锋还发现，当地畜

牧业规模很大。怎样铺开销路？如何打

开市场？

为了保障牧民们的销量，2022 年底，

张忠锋主动找到国网“慧农帮”以及央企

消费帮扶平台，拓展藏牛羊的销路。今

年 8 月，他受邀担任“百县百品推荐官”，

通过“央企消费帮扶电商平台”视频号结

合虚拟数字人技术，开展视频带货。

张忠锋还推动当地畜牧企业入驻电

商平台，与当地合作社签订供货协

议，当地特色产品通过网络平台

走向全国各地，为玛多县畜牧业

现代化增智赋能，助力当地牧

民增收。

实 干 成 就 梦 想 ，坚 守

彰显不凡。如今，张忠锋

依然忙碌在高原上。“我

要继续扎根这里，把

更多成绩写在更

广 阔 的 天 地

间。”他说。

“一生只为豆满仓”的院士盖钧镒将

一甲子岁月献给大豆，为摸清我国大豆

“家底”、改良豆种作出举世瞩目的贡献；

故宫古钟表修复师王津 44 年修复了 300

多件文物，让文物承载的传统文化“活”

起来、传下去；首都医科大学医师张罗用

了近 30 年时间，潜心钻研难治性慢性鼻

病，在小鼻腔里做出了“大学问”⋯⋯他

们虽然来自不同领域，但都有一个共同

点，即几十年如一日，以“择一事终一生”

的坚守和“干一行精一行”的专注，成就

有价值的人生。

今天的中国，正走在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的康庄大道上，也为青年人提供了

广阔舞台。青年人应以“一辈子办成一

件事”的韧劲、“干一行钻一行”的精益求

精，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滴努力，立足

岗位成长成才，创造令人刮目相看的非

凡业绩。

干一行，要有爱一行的热忱。无论

是“燃灯校长”张桂梅，还是“敦煌女儿”

樊锦诗；无论是风雪无阻的快递小哥，还

是让五星红旗一次次闪耀太空的中国航

天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每

一个岗位不论大小，不分贵贱，只要肯奋

斗，都可以创造出价值。只有热爱自己

从事的行业，才会用心琢磨，然后在工作

实践中，逐渐发现自己的专长，找到发光

发热之所在。

干一行，要有专一行的坚守。没有

一项事业的成功能一路伴随鲜花和掌

声，只有不畏艰难险阻才能收获突破自

我的精彩。要想成为行业中的行家里

手，就要有愚公移山的志气、滴水穿石的

毅力，沉下心来干工作，心无旁骛钻业

务，肯下“数十年磨一剑”的苦功夫，如此

才能练就一身真本领。

干一行，要有精一行的创新。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

心在一职，其职必举。崇尚坚守并非鼓励不动脑筋地机械劳

动，也不意味着盲干蛮干，而是要勇于跳出思维定式，拓展工

作思路，努力推陈出新，在思考中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这样才

能既提升自己的能力，又推动事业不断发展。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面对新时代，广大

青年选择更多、赛道更宽，应该牢牢把握历史机遇，锚定奋斗

目标，怀抱梦想又笃行不怠，敢作敢为又善作善成，在广袤天

地间立身成业，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