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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保国服务队走进大山深处、奔向田间地头——

把 科 技 成 果 写 在 大 地 上
本报记者 宋美倩

为企业发展注入工匠力量

康琼艳

方 寸 间 绘 就 五 彩 世 界

□ 本报记者 马呈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蛋壳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党广云在绘制蛋

壳画。 王建新摄（中经视觉）

右上图 李保

国科技兴农服务队

成 员 陈 利 英（左）

在指导农户修剪核

桃树。

左图 郭素萍

（左一） 正在指导

果农。

王永周摄

（中经视觉）

右手执纤细画笔，左手轻握一枚

蛋壳，在方寸间挥笔绘彩，只见山水花

草在一笔一画中跃然蛋壳之上⋯⋯今

年 85 岁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蛋壳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党广云

正在细心绘制蛋壳画。

蛋 壳 画 是 绘 制 在 禽 蛋 外 壳 上 的

一种民间手工艺，小小蛋壳画好似浓

缩的缤纷世界，寸间千里，光影万变，

小中见大，意象无穷。党广云日复一

日地用纤细画笔在一枚枚蛋壳上描

绘出多彩世界。

“我与蛋壳画结缘是命中注定。”

党广云对儿时与蛋壳画结缘的趣事记

忆犹新，“小时候，妈妈每次做炒鸡蛋，

都会特意把蛋壳留下来。我就用烧过

的木炭或者火柴棍当画笔，在蛋壳上

画些简单的动物花草图案，觉得非常

有趣”。

1962 年，党广云从陕西老家来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

成为一名美术教师，这样，她便有了

更多时间和精力琢磨画画。平时看到

的山川、河流、虫鱼、花鸟、人物等

都成为她日后创作的源头活水。

一次，她看到一件陶瓷蛋画作品，

精美的图案、流畅的笔触、斑斓的色

彩，为她钻研蛋壳画打开了新视野。

回到家后，恰巧女婿送来 10 个鹅蛋，党

广云便将生活中的精彩场景精心描绘

到蛋壳上。

当女儿带着这些“宝贝”参加第一

届乌鲁木齐洽谈会时，蛋壳画一露面，

便引起了人们围观，“那时候蛋壳被人

们当作垃圾随手扔掉，没想到经过创

作竟成了抢手货”。党广云说，从此，

坚持收集蛋壳作画便成了她生活中的

一件趣事。

绘制一幅蛋壳画，在不破坏蛋壳

的前提下，取出蛋黄蛋清，是最关键的

一步。党广云经过多次尝试，总结出

一套嘴吹法：先洗净鸡蛋外壳，在上面

开一个小口，用嘴把空气一点一点吹

进去，反复多次，让蛋黄和蛋清流出

来，再灌入清水清洗蛋壳内壁，最后用

酒精消毒晾干。

用细画笔在蛋壳上勾勒打底、上

色⋯⋯“创作一件作品，一般需要 1 个

月甚至更长时间。”党广云告诉记者。

党广云家的客厅有一面展示柜，

里面摆满了她的精品画作。她打开柜

底的一扇门，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长

方形盒子，盒盖上用中英两种文字雕

刻着“中国手工艺《西游记》蛋壳画”的

字样，打开后，只见一枚枚蛋壳上生动

描绘着“猴王出世”“大闹天宫”“高老

庄”“蟠桃宴”等《西游记》中的场景，这

些图案栩栩如生，充满趣味，令人赞叹

不已。

“这是在我认真观看电视剧《西游

记》后，根据每集主要内容在蛋壳上构

思绘制的。”让党广云最得意的便是这

些描绘了《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

等中国古典名著的蛋壳画作品。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

怜？”在众多古典名著故事中，党广云

最喜欢的还是《红楼梦》。在繁花似锦

的大观园里，有高洁傲立的林黛玉、端

庄大方的薛宝钗、可爱娇憨的史湘云、

精明能干的王熙凤⋯⋯这 12 个女孩儿

性格不一、容貌各异，根据人物的特

点，党广云将她们画在了蛋壳上。“在

创作《金陵十二钗》时，我结合人物不

同的性格，通过表情、动作、服饰、场景

等不同要素精心绘制蛋壳画。”党广云

告诉记者，她绘制这套作品用了 5 年

时间。

随着绘画水平的不断提升，在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相关部门支持下，党

广云带着自己创作的一件件精美蛋壳

画作品，赴各省份参加非遗展会。

日常生活中，只要身边的亲朋好

友、左邻右舍带着蛋壳来找她画画，她

都会精心构思、用心创作，让来访者满

意而归。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要有传

承 理 念 ，让 更 多 人 爱 上 这 件 有 趣 的

事。”党广云说，无论是在学校教授美

术还是退休在家，她将大部分精力投

入到教授学生绘制蛋壳画上，通过小

小的一枚蛋壳，让人们在方寸间感受

中国文化的无限魅力。

“李保国老师未竟的事业，我们来接力！”

这是李保国服务队众多队员的心声。

李保国是河北农业大学二级教授、博士

生导师，也是著名的经济林专家和山区治理

专家，他将毕生精力投入山区生态建设和科

技富民事业，带领 10 余万农民脱贫致富，被

誉为“太行山上的新愚公”。常年的高强度工

作使李保国积劳成疾，2016 年 4 月 10 日凌

晨，李保国教授因病去世。他获得“时代楷

模”“改革先锋”等称号。

“把科技转化成生产力，要让技术长在泥

土里。”“老百姓需要什么，就研究什么。”举起

李保国教授的“接力棒”，李保国服务队接续

奋战在山区，致力于太行山综合治理与经济

林产业化开发，走好产业兴农路子，用科技的

力量让穷沟变富，让荒山变绿。

2016 年至今，在河北邢台，李保国服务

队队员由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现在的 94 人，

分别为李保国科技兴农服务队、李保国科技

兴农专家团队、李保国 128 技术服务队。

科普宣传到农家

“你们看，这个衰弱枝条要从距离大枝

15 厘米的地方修剪⋯⋯”在河北省邢台市临

城县赵庄乡贾庄村，贾志华正在为果农作示

范。他是李保国教授的学生，也是李保国科

技兴农服务队队长。

为传承李保国精神、传授科学管理技术，

李保国生前的同事、学生共 16 人组成一支科

技扶贫服务队，走进大山深处、奔向田间地

头，常年为果农提供技术服务，2021 年更名

为李保国科技兴农服务队。

一个月的时间里，贾志华和队员至少有

半个月在科普宣传路上。过几天，他又要去

衡水市安平县南庙头村作技术指导。“农时不

等人，核桃树的修剪一点都不能马虎，去看看

才放心。”他说，“核桃种植是个技术活儿，得

告诉种植户种植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如

何解决问题、怎样提高产量等。”

沿着李保国教授的足迹，贾志华和他的

队友们从 2016 年 6 月开始，北上新疆、南下湖

北，足迹遍布 14 个省份 370 余个县（市、区），

免费为核桃种植户讲解一系列管理技术，每

年行程在 20 万公里以上。

搞科普并不容易。“最大的困难在于一些

农户的疑虑。”贾志华说。

“免费的？是推销化肥的吧？”“能是真的

专家吗？”⋯⋯前几年，贾志华和队员在推广

种植技术时，经常会被当成兜售化肥的推销

员，以至于在宣讲前，总得先打开没有装货的

汽车后备箱以证明自己。即便如此，他们还

是会被追问：“你们来我们这儿，开着车、烧着

油，还不挣钱，图啥？”

面对这个问题，他们用行动回答：为果农

提供技术服务，探索一条生态改善、产业发

展、农民增收的山区发展之路。

“我们搞果树研究，归根结底是要为农民

服务。”李保国教授的这句话，队员们一直记

在心里。

去年夏天，临城县遭遇了连续强降雨，李

保国科技兴农服务队指导大家通过挖深沟的

方式排地下水。从去年 8 月起，服务队成员

陈利英和同事交替换班，每天往山上跑，观察

核桃植株与嫁接苗长势，定期对土壤、叶片和

果实取样。

陈利英说：“这种排地下水的方法是否影

响核桃树生长，之前研究较少。我们记录分

析数据对摸清极端天气下核桃树的‘脾气秉

性’弥足珍贵。”

“实地多看看，数据就能更完善。”陈利英

说，她和队员们将数据保存在电脑里，用于制

作图表，对比、分析数据。

“今后，我们还得尝试新思路、新方法，不

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把李保国老师未竟的

事业坚持做下去，让更多人学会果树科学管

理技术。”陈利英说。

科研成果进田间

“尽快剪掉生虫的核桃枝，否则会传染给

整棵树。”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研究员、李保

国的妻子郭素萍正在为邢台市临城县贾庄村

的果农讲解核桃树管理技术。

一身迷彩服、一双胶底鞋，是郭素萍日常

的装扮。“上山下地比较方便，又能跟村民打

成一片。”她笑言道。

李保国科技兴农专家团队将工作站建在

果园旁。2019 年，为了方便果农学习果树科

学管理技术，郭素萍组织 5 名河北农业大学

教授，以及 6 名本地核桃、苹果专家组成专家

团队，在临城县建立起工作站，线上、线下为

农民提供科技服务。

这些年来，郭素萍和团队始终奋战在山

区综合开发、乡村振兴的第一线，把科研成果

送到农民手中。“我们的工作，就是坚守在田

间地头，及时发现果农生产中面临的问题，不

断地研究、解决问题，让果品越来越好，让果

农受益。”郭素萍说。

“核桃皮长黑褐斑咋治理？”“树上开始有

黄叶了，是什么原因？”“核桃管理应该注意

啥？”⋯⋯这样的求助信息，经常出现在李保

国科技兴农专家团队的工作群里。

李保国科技兴农专家团队成员张雪梅告

诉记者，深入农村为果农提供技术指导，已经

成为团队成员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手机 24 小时开机，随时解答果农疑问，

遇上电话中说不清楚的问题，团队成员就抽

出时间开车跑一趟。

“我每年超过 300 天都在田间地头，为农

民提供果树管理技术指导。”郭素萍说。

李保国科技兴农专家团队还编制了核

桃、苹果、板栗等果树管理技术资料，并进

行科普知识展示推广。他们在各地义务开

展科技志愿培训活动，帮助种植户增收近

2 亿元。

郭素萍说：“作为一名林业科技工作者，

用科技让荒山披绿、让农民致富，才能体现人

生价值。”

特色种植富百姓

从邢台市内丘县城出发，沿 328 省道西

行，穿过一片平原和浅山丘陵，便进入莽莽太

行山区。沿着蜿蜒的山路再行驶半个多小

时，漫山遍野的苹果树映入眼帘。

一支由岗底村村民组成的苹果技术服务

队从这里走了出去。这支队伍叫李保国 128

技术服务队，他们是李保国生前指导过的、有

专业技术职称的果农。

“当年，李保国教授把种植技术传授给果

农，还为岗底苹果制定了 128 道标准化生产

工序。”李保国 128 技术服务队队员杨书海

说：“如今，我们也在千方百计地把科技这把

‘金钥匙’传下去，培养更多农林人才。”

李保国 128 技术服务队队长杨双奎介

绍，“128”指的是岗底苹果 128 道标准化生产

工序，指导果农像工人生产标准件一样生产

苹果。“剪枝、授粉、疏果、套袋、施肥⋯⋯按这

个标准生产的苹果果形、着色、个头像一个模

子脱出来的，让‘岗底苹果’成了响当当的品

牌！”他说。

杨双奎的另一个身份是岗底村高级技

师，在他的带领下，岗底村拥有了一支技术过

硬的现代职业农民队伍，近 200 名村民获得

国家颁发的证书。这些持证上岗的果农，按

照李保国教授的设想，用技术改变了一个又

一个果园。

这些年，沿着李保国教授走过的地方，

邢台、邯郸、石家庄⋯⋯19 个乡镇 371 个行

政村都留下了李保国 128 技术服务队的足

迹，团队先后培训农民 5000 多人次，接受

技术咨询 8000 多人次，发放林业技术资料

2 万多份。

“我们还选取果农种植苹果树的真实案

例 ，将 岗 底 苹 果 的 128 道 生 产 工 序 编 写 成

128 个科普故事。”杨书海说，当前，他们正

通过网络平台将这些科普故事送往更多农

民手里。

植林种果，科技兴农，提升经济林产业质

效，李保国服务队从未停止探索——

杨双奎等人带头完善大苗重茬建园技

术，“1 年栽树，2 年见果，3 年亩产 2500 公斤”

的愿景成为现实，苹果亩产达到 2881 公斤；

郭素萍带领团队开发出核桃低产劣质园

改造技术，使低产低效核桃园亩产量提高

110 公斤，亩产值提高 2200 元；

张雪梅继续开展“红树莓课题”研究，红

树莓高效配套栽培技术使三年生红树莓亩产

值达 1 万元以上，并实现了工厂化育苗，年产

苗量在 400 万株以上⋯⋯

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越来越多的服务

队队员正脚踩泥土，行走在太行山间，把科技

成果写在大地上。

开展工匠路演，组织技术培

训，进行现场答疑⋯⋯连日来，在

江苏、福建、广东等地，一批批劳

模工匠进入企业把脉问诊，解决实

际难题，这是全国总工会发起的

“劳模工匠助企行”专项行动的一个

缩影。

该 行 动 自 去 年 7 月 份 启 动 以

来，充分发挥了劳模工匠的示范引

领作用，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

新的动力。截至今年 3 月下旬，上

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试点地

区已累计组织 1 万多人次劳模工匠

开展近 8000 次活动，解决技术问题

超 5000 个。

劳模工匠走进企业，是点对点

的技术会诊。现代产业的发展，不

仅需要高科技、现代化的设施设备，

更需要一批高素质、专业化的产业

工人。来自工程机械、信息通信、智

能制造等不同领域的劳模工匠，充

分发挥各自特长优势，深入车间工

厂，为企业把脉问诊，最大程度帮助

企业解决技术操作、工艺改进、技能

攻关等难题。

劳模工匠走进企业，是面对面

的供需对接。面对激烈的市场竞

争，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是企业不变

的追求。要解决发展路上的难题，

企业不仅需要培育自身实力，还需

要借助“外脑”。短暂的技术帮扶、

简单的答疑交流还不够“解渴”，只

有让劳模工匠的创新经验与企业的

转型需求精准匹配，才能让他们真

正成为“最强大脑”，解决企业在发

展理念、创新路径和人才培养等方

面的难题，为企业进一步拓宽发展

空间积蓄力量。上海、广东等地通

过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将劳模工

匠的特色优势转化成“资源清单”，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

求获得有针对性的支持。

劳模工匠走进企业，是手把手的技艺传承。产业工

人素质的整体跃升是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必要条件，需

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一次现场

指导、一次技术培训、一场经验交流，既能把劳模工匠长

期积累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带给一线工人，更能在手

把手的交流中传递他们“择一事终一生”“干一行钻一行”

的精神，从而激励更多产业工人坚定走技能成才、技能报

国之路，更快成长为大国工匠。

期待更多劳模工匠各尽其能、各展所长，带领更多产

业工人砺匠人之心、行匠人之事，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

献人才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