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江西赣州兴国县大力发展蔬菜产业，推行“公司+基地+合作社+职业菜

农”的经营模式，积极引进具有丰富种植经验、掌握先进技术的职业菜农提供技术指

导。截至目前，该县共引进职业菜农 104 户，在 22 个乡镇 56 个蔬菜基地承包大棚、种植

蔬菜 1500 亩；培育本地菜农 1000 余户，种植蔬菜近 8000 亩，户均增收 4.5 万余元。

图为 5 月 24 日拍摄的兴国县埠头乡垓上村大棚蔬菜基地。

本报记者 伊 霄摄

职业菜农助增收

本报北京 5月 24日电 （记者喻思南）24 日，“众心

向党 自立自强——党领导下的科学家”主题展在北京

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共分 6 个部分和 1 个专题，以中

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伟大指引为主线，用 260 余张图

片、190 件（套）实物和 11 个多媒体影像的形式，将“两弹

一星”精神、西迁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疫精神、探月精

神等贯穿在一起。

展览由中国科协、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

院、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国家博物馆共同主办。开

幕式上，青年学子代表联合向青年科技工作者发出

了《传承精神火炬，勇作创新先锋》的倡议。据了解，

展览展出 1 个月后，将在全国巡展。公众还可以通过

“云上展”，上网浏览参观，了解更多中国科技工作者

的故事。

“党领导下的科学家”
主题展在京开幕

本报北京 5 月 24 日电 （记者姜洁）5 月 23 日，藏

传佛教第十七届“拓然巴”高级学衔授予仪式在北京西

黄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举行。来自藏传佛教觉囊

派、萨迦派、格鲁派的 33 名学员，经过三年刻苦学修，

通过严格的课程考核、资格审查、辩经考试和论文答

辩，获得藏传佛教“拓然巴”高级学衔。中国佛教协会

副会长、藏传佛教学衔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藏语

系高级佛学院院长嘉木样活佛颁发学衔证书。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藏传佛教学衔工作指导委

员会副主任珠康·土登克珠活佛在致辞中表示，“拓然

巴”高级学衔是藏传佛教的最高学位，是对大家宗教造

诣的高度肯定，更意味着藏传佛教健康传承的光荣使

命，蕴含着广大信教群众的深切期许。希望高级学衔

获得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切实践行“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

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标准，自觉坚持藏传佛教中

国化方向，积极推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做新

时代爱国爱教的引领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作出宗教界应有的贡献。

学衔授予仪式后，按照藏传佛教传统仪轨，藏传佛

教“拓然巴”高级学衔获得者集体朝拜了十一世班禅额

尔德尼·确吉杰布。

藏传佛教学衔制度自 2004 年开始实施。截至目

前，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共培养了 273 名“拓然巴”

高级学衔获得者，覆盖藏传佛教各教派 140 余座寺庙，

已经成为藏传佛教界的中坚力量。

藏传佛教第十七届“拓然巴”
高级学衔授予仪式在京举行

本报北京 5月 24日电 （记者朱隽）记者日前从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获悉：农发行已经备足 1000 亿元信贷

资金，全力支持夏粮收购，坚定不移扛起服务国家粮食

安全的政治责任。

农发行有关负责人表示，作为政策性银行，农发行

将坚持政策导向，按照国家政策要求及时调整信贷策

略，把握好贷款投放节奏，在保障政策性收购资金及时

足额供应的同时，更好发挥市场化收购资金供应主渠

道作用，将执行政策、服务调控、支持收购、引导市场、

防控风险统筹考虑、协同落实。

1000亿元信贷资金支持夏粮收购

红色家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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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雷锋城”辽宁省抚

顺市，一座雷锋铜像，摆放

在雷锋战友乔安山家的客

厅里。

乔安山一家祖孙三代

坚持学雷锋，组成了家庭

版的“雷锋班”，用实际行

动传承雷锋精神。

“帮助别人
得从小事开始，
习惯了，才能看
到更多事”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今 年 80 岁 的 乔 安 山 老 人

望着一旁的雷锋铜像，回

忆起了与雷锋并肩作战的

岁月。

1960 年 1 月 ，雷 锋 和

乔安山正式入伍，两人同

住一间屋，同开一辆车，乔

安山也见证了雷锋精神孕

育成形的点滴。“班长心里

想着老百姓，他告诉我，帮

助别人得从小事开始，习

惯了，才能看到更多事，才

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乔安山和雷锋的最后

一次出车，成了乔安山心

中永远的伤痛。1962 年雷锋去世后，乔安山沉默了

33 年。1995 年，一位战友请乔安山到部队讲雷锋故

事，乔安山本来准备讲十来分钟，但一上台就说不下

去了，后来还是战友帮他打了圆场。

“学习雷锋精神，传播雷锋事迹，作为他的战友，

有什么理由不站出来？”在大家的劝说下，乔安山终

于决定直面伤痛，敞开心扉。1996 年，一部以乔安

山为原型的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上映，人们才知

道，乔安山一直在用实际行动延续着雷锋精神。

自此，乔安山走上了公开传播雷锋精神的道路，

足迹遍布全国。目前，他已宣讲雷锋故事逾 4000 场

次，在 160 多所学校担任校外辅导员，为扶贫助学捐

款 10 余万元。

“每次作报告，大家的反应都让我感动。有一次

到喀什作报告，一名小姑娘要我给她签名，说要把签

名当作纪念，鞭策自己，将来像雷锋叔叔一样做人做

事，这让我觉得没白付出努力。”乔安山说。

“我们是家庭版的‘雷锋班’”

乔安山几十年如一日地学雷锋，离不开老伴张

淑芹的鼓励支持。2009 年 3 月，乔安山在 4 天内奔

走 5 个城市，因为劳累过度，在演讲台上晕了过去。

送往医院紧急救治后，乔安山被诊断为脑溢血。

消息传来，可急坏了张淑芹和孩子们。此后，乔

安山再外出作报告，张淑芹就一路陪伴、照顾。不止

如此，张淑芹还帮助他收信、整理资料等。有人邀请

乔安山做商业代言，张淑芹一口回绝：“雷锋精神不

能用来做广告！”

在乔安山的影响下，他的后辈也在坚定传承着

雷锋精神。有一年冬天，乔安山的大儿子乔伟在街

上看到一个货车司机衣着单薄，冻得瑟瑟发抖，乔伟

二话没说就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了他。1997 年，

乔伟下岗后，有人要为他安排工作，他说：“我不靠雷

锋沾光，要为雷锋争光。”

在乔安山的教育下，家庭成员间十分和睦，家里

的日子虽不富裕，但却过得和和美美。孙子孙女出

生后，家里正好八口人，孙子、孙女从小听着雷锋的

故事长大，孙子乔廷路成了厂里的“学雷锋标兵”，孙

女乔婷娇也参军入伍。乔安山经常笑着说：“我们是

家庭版的‘雷锋班’。”

“每逢过节，家里要留一副碗筷给雷锋；每年清

明节，我们一家都去祭扫雷锋墓……”说起家里几

十年的传统，乔婷娇感慨，“雷锋一直活在我们家每

个人的心里，雷锋精神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我们。”

“沿着雷锋的足迹前行”

乔婷娇从小就有一个梦想：长大了要给更多人

讲雷锋爷爷的故事。

2009 年，正在大学读书的乔婷娇，看到鼓励大

学生入伍的宣传海报后，毅然报名应征，光荣入伍。

乔安山看着穿上军装的乔婷娇，欣慰地说：“孙女可

以给班长续写日记了。”

入伍不久，乔婷娇在原沈阳军区雷锋纪念馆当

上了一名讲解员，在雷锋塑像前，她暗下决心：“把讲

雷锋、学雷锋、做雷锋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沿着雷

锋的足迹前行。”

为了当好讲解员，乔婷娇认真了解纪念馆里的

600 余件文物，感悟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把 1 万多

字的解说稿记在心里，练成了“一口清、问不倒”，用

真心解读雷锋，用真情打动观众，数千场解说任务，

每次都能让观众点赞。

2015 年底，乔婷娇退伍后，到清华大学科研院

从事行政工作，2016 年时她还组织清华学子重走雷

锋路。“我们从雷锋故乡湖南望城出发，先后到了雷

锋工作过的鞍钢弓长岭铁矿、雷锋生前所在部队驻

地抚顺、雷锋参加国防施工的铁岭山区……”乔婷娇

说，大家追寻雷锋足迹，感悟雷锋精神，争做雷锋精

神传人。

抚顺是雷锋精神的发祥地。2019 年，乔婷娇回

到抚顺，在抚顺雷锋学院承担对外联络工作，她说：

“希望能更好地整合相关资源、平台，为新时代学雷

锋出一份力，进一步把雷锋精神弘扬好。”

目前，乔婷娇已为 8 万人次讲解雷锋精神，退伍

后赴 26 个省份作学雷锋报告 1200 场，协助多地组建

志愿团队，累计捐款 3 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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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存瑞 2009 年当选“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

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在河北省隆化县城西北的苔山脚下伊逊

河东岸，有一座烈士陵园，这里长眠着模范共

产党员、全国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英灵。步

入陵园，在苍松翠柏中，矗立着一座 19 米高的

花 岗 岩 纪 念 碑 ，象 征 着 董 存 瑞 19 载 青 春 年

华。碑上铭刻着朱德总司令的题词：“舍身为

国，永垂不朽”。

董 存 瑞 生 于 1929 年 ，河 北 省 怀 来 县 人 。

他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当过儿童团长，13 岁

时，曾机智地掩护区委书记躲过侵华日军追

捕，被誉为“抗日小英雄”。1945 年 7 月参加八

路军。后任某部六班班长。1947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他军事技术过硬，作战机智勇敢，在

一次战斗中只身俘敌 10 多人。先后立大功 3

次、小功 4 次，获 3 枚“勇敢奖章”、1 枚“毛泽东

奖章”。他所领导的班获“董存瑞练兵模范班”

称号。

1948 年 5 月 25 日，我军攻打隆化城的战

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

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任爆破组组

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 4 座炮楼、5 座碉堡，胜

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

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形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

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

暗堡爆破均未成功。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

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

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顽强坚持

冲至桥下。由于桥形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

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危急关头，他毫不

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

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碉堡被炸毁，董存

瑞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牺

牲时年仅 19 岁。

1948 年 6 月 8 日，第 11 纵队决定追认董存

瑞为纵队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命名他生

前所在班为“董存瑞班”，规定纵队所属机关和

部队在点名和集会时，静默 3 分钟以示悼念。

1948 年 7 月 10 日，冀热察行政公署做出决定，

将隆化中学改名为“存瑞中学”。1950 年全国

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董存瑞被追

认为全国战斗英雄。

董存瑞：勇往直前 舍生取义
本报记者 史自强

刘胡兰 2009 年当选“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

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走进位于山西省文水县的刘胡兰纪念馆，

广场纪念碑上“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 个大字

熠熠生辉。刘胡兰烈士墓掩映在纪念馆后苍

松翠柏间，墓前矗立着 8 米高的汉白玉刘胡兰

雕像。

刘胡兰，1932 年出生在山西文水县云周

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小年纪，便对黑暗

的旧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全国抗战爆发

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山西人民开展救亡运动，

文水县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从此，刘胡兰开

始逐步接触革命道理。刘胡兰积极参加村里

的抗日儿童团，为八路军站岗、放哨、送情报。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阎锡山部队占领

了文水县城，解放区军民被迫拿起武器，保卫

抗战胜利果实。1945 年 11 月，刘胡兰参加了文

水县党组织举办的妇女训练班。40 多天的学

习，使她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阶级觉悟有了

进一步提高。回村后，她担任云周西村妇救会

秘书，与党员一起，发动群众斗地主、送公粮、

做军鞋，动员青年报名参军。1946 年 6 月，她被

批准为中共候补党员。这一年，她才 14岁。

1946 年 10 月，国民党军进犯文水县城。

为保存革命力量，县委决定大部分同志转移上

山，留下部分同志坚持斗争。她以自己年纪

小、熟悉环境为由，主动要求留下来，党组织同

意了她的请求。她和留下来的同志一起向各

村党组织传达党的指示，组织群众掩埋粮食，

并配合武工队镇压了反动村长。

1947 年 1 月 12 日，刘胡兰被国民党军和

地主武装抓捕。在敌人威胁面前，她坚贞不

屈，大义凛然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敌人没

有办法，将同时被捕的 6 位革命群众当场铡

死。但她毫不畏惧，从容地躺在铡刀下，壮烈

牺牲，年仅 15 岁。

1947 年 3 月下旬，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

关转战陕北途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

纵队司令员任弼时向他汇报了刘胡兰英勇就

义的事迹，毛泽东问：“她是党员吗？”任弼时

说：“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才 15 岁。”毛泽东

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8 个大字。

刘胡兰：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
本报记者 付明丽

“支柱产业种柑橘，一年四季有花果……”

湖北秭归县屈原镇西陵峡村仁村村落的老

百姓，常常这样描绘这里的生动图景。

从 2012 年开始，秭归县推进“幸福村落”

建设，将行政村分为若干村落，因地制宜，提

升群众的“幸福指数”。西陵峡村因处于长

江西陵峡的中段而得名，而仁村村落则是与

长江最为靠近的一个村落，这里花果飘香、

景色秀美、民风淳朴。漫步其间，如在画中。

我多次走进仁村村落，和这里的村民聊

天。他们常说，现在生活越来越好，得益于

这些年持之以恒种植脐橙、白花桃、葡萄等

“金果果”。由于从这些“金果果”身上尝到

了甜头，村民们在种植、管理上也更加注重

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村民高建强家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他和

妻子通过发展脐橙、白花桃种植实现了脱贫。

“原来的脐橙品质不好，卖不出好价钱。后来

改种了‘伦晚’脐橙，每亩能多卖几千块。”这几

年，高建强还根据山势高低种植桃子，拉长了

桃子的销售期，提高了收入。高建强掰着手指

头对我说，今年至少可以挣 10万元。

近年来，仁村村落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

好。为了实现抱团发展，仁村村落相继成立

了电商协会、白花桃合作社、葡萄互助组。

现在，仁村村落的产业越来越红火。

今年 52 岁的郑胜英是仁村村落电商协

会会长。现在，郑胜英通过微信朋友圈，把

这里生产的脐橙销往全国各地。郑胜英告

诉我，她原来不会用手机上网。 2016 年春

天，20 多名游客来这里观光，觉得郑胜英家

的脐橙很好吃，旅途结束后还有不少人想远

程购买。从那时起，郑胜英开始接触电商。

现在，在仁村村落，电商销售、观光采摘、发

展庭院经济成为更多农户的选择。

除了发展产业，仁村村落还制定了村落

公约，成立了峡江老年俱乐部、广场舞团队、

志愿服务队，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了。

（作者为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干部）

村落变化大 仁村话幸福
徐本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