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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太行，层峦叠翠。9 月初，河北省

邢台市内丘县岗底村，3000 余亩苹果树郁

郁葱葱，硕果累累。再有一个来月，就是苹

果去袋、着色、收获的季节了。

“村里人都住上了楼房，富起来了！”望

着漫山遍野的果树，岗底村党总支书记杨

双牛说，“李教授，岗底的好日子，是你用生

命换来的……”

村民口中的“李教授”，是“人民楷模”

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李保国，生前是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他把毕生精力投入山区生态建设和科技富民事业中，每年深入基层

200 多天，让 140 万亩荒山披绿，带领 10 万农民脱贫致富。

“我愿把知识和能力全部贡献出来”

李保国是河北武邑人，出生于 1958 年。他说，自己在农村长大，见

不得老百姓穷。“我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学农林专业，该

用学到的知识为农民做点儿什么。”

1981 年，李保国从河北林业专科学校（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前身）

毕业后，留校任教。上班才十几天，他就和同事一头扎进太行山，搞起

了山区开发研究。

那是河北邢台市前南峪村，曾经“年年种树不见树，岁岁造林不见

林”。李保国跑遍山上的沟沟壑壑，探索用爆破整地的方法聚土积流。

终于，土加厚了，水留住了，树木成活率从 10%提高到 90%，贫瘠干旱的

山地变成了“洋槐戴帽，果树缠腰，梯田抱脚”的生态经济带。

有一年，岗底村暴发山洪，村里 200 多亩耕地被冲毁。李保国随学

校科技救灾团赶来，望着难过的村民，悄悄留下自己的电话：“别灰心，不

是还有几十亩果园吗？我来帮你们！”后来，李保国带着妻子在村里住下

来，推广苹果套袋技术。如今，当地的“富岗苹果”已成为驰名商标。

与农民打交道 30 多年，李保国与农民结下深厚感情，手机里存了

几百名农民朋友的电话号码。“为了农民兄弟的真心实意，我愿把知识

和能力全部贡献出来。”李保国说。

“我要把最新的知识教给学生”

作为一名教师，李保国深爱教育事业。除了在山区基地忙碌，他还

承担了学校多门课程，全年达 416 学时。

“他从没调过一次课。作为老师，他做到了以教学和学生为本。”河

北农业大学林学院院长黄选瑞说。“老师说，‘耽误什么也不能耽误给学

生上课，你们是林学的未来和希望！’”林学院 2013 级本科生赵玲玲说。

李保国将三尺讲台和田间地头紧密结合，把生产一线的信息及时

更新在教材和课堂里。“我要把最新的知识教给学生。”他把大批学生带

到田间果园，与学生一同住联排通铺，做实验课题。

李保国和学生们有个微信群，叫“桃李之家”，他给自己取名“老山

人”。在学生们眼中，“老山人”是一位严师。对于每篇论文，李保国从

框架结构到字句标点都会仔细修改。

“老山人”又像一位慈父，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不论是在校的还

是毕业的，看到谁生活上有困难，都会帮忙。

“喜欢被您叫闺女的感觉！”“遇到挫折时，您对我说，‘我永远是你

的师长’”……听，这是学生们的怀念。

“我是一名党员，理应带头把事情做得更好”

常年的高强度工作，让李保国积劳成疾。2016 年 4 月 10 日凌晨，

58 岁的李保国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去世。人们统计，仅从 2016 年 1
月到李保国去世的 101 天里，他外出的时间就达 62 天，行程 7860 公里。

“他怕时间不够，少帮了一个扶贫点，就会辜负一群人的希望。”李

保国的妻子、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研究员郭素萍说。

30 多年间，李保国淡泊名利，不拿农民给的报酬，也不要企业股

份，终其一生保持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

河北农业大学“德润农大”道德实践馆中，展示着李保国的事迹。

几行字十分醒目——“党把我培养成一个教授，就是让咱为老百姓过上

好日子干点事，我是一名党员，理应带头把事情做得更好。”

“我们一定努力成为像您一样的人，帮更多百姓脱贫致富。”李保国

的学生、河北绿岭果业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陈利英说。

“他虽然走了，我还在，我们的团队还在，我们会把他的想法变成现

实！”郭素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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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盘变台阶、石片拼成
画，眼前是田舍乡居，身旁是
流水潺潺……美丽乡村风景
迷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乡村建设工匠在为建设美丽
乡村挥洒汗水，默默奉献。
今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
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
见》，提出实施乡村本土建设
人才培育工程，加强乡村建
设工匠培训和管理。建设工
匠们在塑造乡村风貌、提升
环境治理等方面继续大显身
手，促乡村更宜居宜业，助乡
亲更安康幸福。

■编辑手记R

■一线调查
乡村振兴 关键在人
R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2016 年 1 月 27 日，李保国（前）在河北

省邢台市内丘县岗底村向村民讲解果树修

剪知识。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技能培训 提升本领
“‘泥瓦匠’变身专家了”

用铁锹将混凝土搅拌均匀，然后装入

桶内，再一桶桶填满承重柱模板……早上

6 点，福建龙岩上杭县通贤镇的泥工邹文

豪已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这样浇筑出的混凝土柱最结实！”从

事建筑业 30 多年，邹文豪总结出一套方法，

“不同配料如何配比、加多少水、怎样浇筑、

怎么做好养护，任何一步出现问题，都会影

响承重柱质量，进而破坏房屋稳定性。”

前一阵子，龙岩市开展乡村建设工匠

培训班，邀请高校专家、专业建筑工程师、

乡村规划师等来上课。邹文豪也走进了培

训课堂。

施工图识读、工程仪器使用、农村民居

选址……邹文豪竖起大拇指：“盖了这么多

年房子，头一次真正明白这其中的学问。”

福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吴应雄是

此次培训班的一名授课老师。“乡村工匠虽

有一身手艺，但缺乏系统学习，开展好乡村

工匠培训很有必要。”吴应雄说。

近年来，类似的培训活动在各地纷纷

开展起来：据了解，2014 年以来，海南省累

计举办村镇建筑工匠培训班 146 期；近年

来，山东省临沂市已免费培训工匠近 9 万

人次，发放《村镇建筑工匠继续教育证》4.2
万份；江西省近日也开始推进全省农村建

筑工匠培训，先期培训近 400 人……

正在进行的新工程项目中，邹文豪用

提前规划绘制的专业图纸替代了原先常用

的草图，运用水平仪把误差从厘米级降到

毫米级，把新学的承重知识也运用到几根

承重柱上……多年的施工伙伴将邹文豪的

变化看在眼里，笑着感叹：“这个‘泥瓦匠’

变身专家了！”

“开展乡村建设工匠培训，学习技术只

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规划意识的培养。”

福州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副教授、一

级注册建筑师季宏说，“要提升工匠在规划

建设中的整体意识，把自己的工程纳入建

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蓝图之中。”

改造旧屋 村貌一新
“更有信心过好日子”

走进山东临沂费县薛庄镇马头崖村村

民戚见兰的家，庭院干净整齐，房屋通透敞

亮，屋前鲜花盛开。

两年前，戚见兰还住在祖辈留下的老

式土坯房里。一张旧照片留下了老房子的

样子：倾斜的土坯墙体、破陋不堪的屋顶，

只能用野草覆盖遮雨……

鲁传友所在的建筑队，主动承担了戚

见兰家的危房改造。起初，戚见兰并不愿

实施改造，鲁传友与工友耐心讲解房屋安

全知识，并拿出了设计图纸。瞧着图纸，听

着规划，戚见兰改变了主意，一家人告别了

土坯房。

截至 2020 年底，临沂市累计实施农村

危房改造 8.2 万户。“保障农村危房改造工

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离不开乡村建设工

匠。”临沂市城乡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李

爱军说。

在海南海口琼山区龙塘镇，村民们就

地取材，民宅、巷道、生产用具，大多用当地

的火山石打造。然而，由于资金和技艺的

缺乏，民居建筑大多由稍经修琢的石块堆

砌而成。

龙塘镇龙新村委会富道村民小组村

民杜秀桂说：“以前的老房子住了几十年，

东边漏雨、西边进风，到了台风天最让人

揪心。”

近几年，海南省结合脱贫攻坚工作，以

农村危房改造为抓手，重新调整、完善村庄

规划。“危房改造的图纸、资金，政府都包

了，我只需安心建房。”当地的工匠吴嘉财

说，在政府引导下，他和工友们积极承担起

村中危房改造任务。

“住上新房子，更有信心过好日子。”杜

秀桂带着记者，把新房里里外外看了个遍，

朴实的笑容一直挂在脸上。

如今的村庄整洁优美，脚下是火山石

铺就的村道，多孔的火山石几乎个个被磨

得光亮；道路边是十几米高的防洪楼，一楼

不设墙壁，通风极好，村中老少都聚在楼下

乘凉……

小桥古道 美丽家园
“乡村要美丽，还得有创意”

蒙山腹地，山东临沂费县薛庄镇刘家

寨村坐落于此。

以前，村里到处是碎石、土堆，道路坑

洼不平，行人走路不便。当地请了一批建

设工匠参与环境整治，平道路、盖新楼，村

容村貌换新颜。

“乡村要美丽，还得有创意。我们就地

取材，废弃磨盘变石阶，洋槐木铺成桥，拣

来石片拼出画，成本不高，又有特色。”鲁传

友介绍，“老百姓对住房有了新期待，咱们

也要跟上时代”。

美景醉游人，百姓富腰包。近年来，刘

家寨村不仅评上了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还规划建设了特色旅游项目，各地游客前

来体验，民宿经常爆满。

“从方案设计到后期维护管理，乡村建

设工匠既当得了‘建筑师’，又当得了‘设计

师’‘管理者’等，甚至参与到乡村整个规划

建设中来。”山东大学土建与水利学院建筑

学系副教授谷健辉说，培育乡村建设工匠

队伍，能一定程度上带动乡村文化振兴、产

业振兴。

这些年，鲁传友参与了许多村子的文化

广场、乡村大舞台、景区园区等建设。“我们

常去外地学习，眼里瞧着，心里记着，寻了不

少灵感回来。”他笑着说，“瞧着乡村美了，游

客多了，大伙儿笑了，咱打心底高兴！”

“来这里看看，像是走进了历史书，真

是不虚此行。”前来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

莲塘古村旅游的刘女士，看着屏风墙上的

麒麟灰雕感叹道。

3年前，为了修缮村里的古建筑，吴嘉财

可是费了一番功夫。“在拆解古建筑前，首先

得仔细研究它的构造，将古建筑分为几百个

小项，并逐一编号。拆下来的物件若还符合

使用标准，就要一一复原。”吴嘉财说，“古建

筑的修缮不是一次性的，除了大规模的修

缮，平日里也要经常小修小补。”

“乡村建设工匠大多是村里人，他们既

是村庄建设者，也是美丽乡村受益者，有着

非常强劲的内生动力。”海南省土木建筑学

会副秘书长杨镅说，“绘就美丽乡村的画

卷，离不开乡村建设工匠的助力。”

提升专业技能、改造老旧房屋、治理村居环境——

能工巧匠 描绘村居新画卷
本报记者 李 蕊 王欣悦 王崟欣

乡村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寄托着

浓浓的乡愁，承载着内心深处的记忆。从

道路硬化到住房管护，从改善人居环境到

补上基础设施短板，处处都能看到乡村建

设工匠们奋斗的身影。

要走好乡村振兴这条路，迫切需要一

批扎根乡村的建设工匠。值得关注的是，

乡村建设工匠队伍面临着一些困境。一方

面，要加强专业化、精细化、系统化培训，充

分挖掘乡村建设工匠的潜能，使这些来自

乡村的建设工匠发挥应有的价值；另一方

面，更应鼓励、支持、引导有志于服务乡村

的青年一代，投身乡村建设，为乡村建设工

匠队伍注入新鲜血液。

美丽乡村需要更多手艺人
吴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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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邹文豪在备水泥砂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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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吴嘉财在锯模板。 康登淋摄

图③：鲁传友在检测墙面垂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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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9月 13日电 （记者丁怡婷）10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

布《关于加强超高层建筑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各地要严格控制新建超高层建筑。

一般不得新建超高层住宅。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下城市严格限制新

建 150 米以上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 250 米以上超高层建筑。城区常住

人口 300 万以上城市严格限制新建 250 米以上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

500 米以上超高层建筑。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实行超高层建筑决策责任终身制。根据《征

求意见稿》，各地相关部门审批 80 米以上住宅建筑、100 米以上公共建

筑建设项目时，应送当地消防救援机构征求意见，以确保当地消防救援

能力相匹配。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下城市确需新建 150 米以上超高

层建筑的，应报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审查，并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备案。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上城市确需新建 250 米以上超高层建筑

的，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结合抗震、消防等专题严格论证审

查，并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备案复核。

住建部拟规定

严控新建超高层建筑

本 报 南 宁 9 月 13 日 电

（记者庞革平、祝佳祺）9 月 13
日，“2021 年乡村振兴论坛·广

西”在南宁举行。本次论坛立

足新发展阶段的新形势新特

征，聚焦研究新情况新问题，

旨在对推动乡村振兴工作发

挥积极作用。本次论坛围绕

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

村 振 兴 有 效 衔 接 的 战 略 规 划

与实施，从政策解读、实施路

径、特色案例以及实践经验等

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研讨。

本次论坛由人民网、中国

合作经济学会、中共广西壮族

自治区委员会农村工作（乡村

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治

区农业农村厅、自治区商务厅

联合主办，中共横州市委、横

州市人民政府、北部湾产权交

易 所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等 承

办 。 论 坛 还 得 到 了 中 国 扶 贫

开发协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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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3 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

城县噶通镇口提村，金黄的青稞地里农牧

民正忙着收割作物。甘孜州青稞种植面积

达 50 余万亩，占全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

50%。如今的青稞已从过去的“温饱粮”变

成了“致富粮”。 何海洋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