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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

图①：田博文采集蜂蜜样本。

本报记者 原韬雄摄

图②：冉彦玲（右）在花椒基地和种

植户进行产品直播调研。

侯星宇摄（人民视觉）

图③：黄加荣给学生赠送学习用具。

本报记者 李 纵摄

图④：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芦洲乡

郭溪村风光如画。

陈旗海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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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贵州赫章韭菜坪。站在这个被称为“贵州屋脊”的地方，翻

腾的云海、绵延的高山让我心旷神怡。5 年前，一次“说走就走的旅

行”，让我与贵州结下了深深的缘分。

我在香港出生，在海外求学，对内地的情况了解十分有限。经朋

友介绍，我接触到了在贵州毕节进行对口帮扶的广东省第一扶贫协

作工作组。那时的我也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还没决定是安安稳稳

就业，还是尝试创业。在毕节，扶贫工作组向我发出邀请——在贵州

考察创业。在脱贫攻坚目标的感召下，我决定到贵州去。

贵州的纳雍、威宁、赫章三个县过去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是脱贫

攻坚帮扶任务最重的地方。在考察中我了解到，每到夏季，四川、重

庆等地的游客会自驾到赫章避暑，欣赏韭菜花海风景。然而，韭菜花

的花期只有 1 个月左右，能否让游客在其他时候也能看到花，从而吸

引更多游客？

受此启发，我们尝试在当地种植花卉。赫章海拔高、昼夜温差

大，土壤条件较好，加之商业开发少，随行的专家建议：选对品种，花

卉产业是有可能发展起来的。

2018 年初，我和家人出资成立公司，与赫章县签订投资协议。

从考察调研到正式创业，我用了不到半年时间。花卉种植基地建成

后，公司通过招收务工人员来带动当地老百姓增收。然而，对我而

言，在提高老百姓务工收入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能够在基地学

到专业的花卉种植和育种育苗技术，提高新引进品种的存活率。在

技术员的精心指导下，大家一起努力，基地的花卉品种从单一的菊花

增加到包括薰衣草、迷迭香、芝樱等在内的 10 多种。

产业帮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人才。我一直希望为当地打

造一个“造血式”项目，将产业与人才都留在当地，为当地发展提供源

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因此，我们在赫章的管理团队全是本地的 90
后，努力为乡村振兴培养更多青年人才。

依托花卉种植基地，我成立了粤港澳青年援黔基地，希望为港澳

青年搭建一座了解内地的桥梁，让更多青年走进西部地区，看看祖国

的大好河山，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能做的有意义的事情。

我的创业没有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而结束，基地的产业链

已经从最初的鲜切花延伸到了香薰等深加工产品。未来，我将逐步

探索研学、旅游等第三产业，力争实现“三产融合”，为乡村振兴事业

继续贡献力量。

（作者为广州港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本报记者陈隽逸采

访整理）

梦想在“贵州屋脊”开花
梁安莉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

上指出：“要培养担当实干的工作

作风，不尚虚谈、多务实功，勇于

到艰苦环境和基层一线去担苦、

担难、担重、担险，老老实实做人，

踏踏实实干事。”牢记总书记殷殷

嘱托，广大青年要把自己的小我

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志

存高远、脚踏实地，在青春旅途中

磨砺成长，在各行各业以实干创

造新业绩。

青年坚守信仰、坚定信念，才

能筑牢实干的思想之基。回望百

年风云岁月，一代代青年正是因

为怀揣着理想与希望，才能坚定

不移地披荆斩棘、奋勇前行。在

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

各 条 战 线 上 的 优 秀 青 年 不 怕 牺

牲、浴血奋斗，勇立潮头、敢闯敢

干 ，用 实 际 行 动 奏 响 青 春 之 歌 。

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来说，热爱祖

国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只有

深怀爱国之心，砥砺报国之志，青

年方能始终坚守干事创业的拳拳

之心、坚定拼搏奋斗的理想信念，

不偏离、不动摇。

青年向下扎根、久久为功，才

能 练 就 实 干 的 过 硬 本 领 。 2020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平

均研究时间是 11.9 年，其中研究

时 间 10—15 年 的 项 目 占 比

38.9%。推动时代发展的科研成

果背后往往是十几年如一日的坚

守，这意味着科研工作者要甘坐

“冷板凳”，摒弃急功近利、浮躁浮

夸的不良情绪，甘于默默无闻、无

私奉献。当代青年要想做出一番

事业，就必须沉下心来、打好基

础，在一线实践中经受磨砺，才能

厚积薄发、练就一身过硬本领，早

日 成 长 为 合 格 的 社 会 主 义 建

设者。

青年勇于探索、锐意创新，才能获得实干的丰硕成果。没有

“创新”的“实干”是墨守成规、固步自封，没有“实干”的“创新”是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新时代是在奋斗中成就伟业、造就人才的

时代，中华大地正在成为各类人才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热土。

“青年是常为新的，最具创新热情，最具创新动力。”广大青年只

有在各行各业“上下求索”，敢于探索创新、勇闯无人区，才能在

实干中创造新的奇迹，面向未来、再立新功。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

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

殷嘱托，爱国爱民、锤炼品德、勇于创新、实学实干，新时代的中

国青年就一定能挑大梁、当主角，在真刀真枪的实干中成就一番

事业，用青春的能动力和创造力激荡起民族复兴的澎湃春潮，用

青春的智慧和汗水打拼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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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派·我们都是青年志愿者②R

乡村的希望在青年，许多青年的

希望也在乡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青年志愿者走进乡村，弘扬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用实际行

动展现了新时代青年人的责任担当。

本 版 推 出 3 位 青 年 志 愿 者 的 故

事，讲述他们在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

的付出与收获。他们中有人对农民

开展生产技术帮扶，有人通过电商直

播将农产品销出大山，还有人用心扶

贫济困、关爱留守儿童……他们为乡

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让青春之花绽

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编 者

为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本报记者 原韬雄 常碧罗 李 纵

西 北 农 林 科 技 大 学 硕
士研究生田博文：

“最忘不了老乡脸上的
笑容”

“两年没见，胖了，壮了！”再次见到田博

文，杨颖峰紧紧拉住他的手，把他往屋里迎，

“快，尝尝我刚灌的新蜜！”

陕西省周至县板房子镇红旗村，阳光明

媚，花香四野，红旗村村民杨颖峰的 400 个

蜂箱码得整整齐齐。田博文高兴地说：“杨

哥，现在你这规模可大多了，我记得几年前

还只有 80 多箱吧？”杨颖峰说：“那可不，现

在咱们村八成村民都养蜂，这都多亏了你们

志愿者！”

田博文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硕士研

究生。2018 年，田博文担任“农情蜜意——

助力秦岭蜂蜜走出深山”志愿项目的负责

人，多次带领志愿团队来到红旗村开展中蜂

养殖产业生产技术帮扶。

这个项目前后持续 8 年，志愿者们帮助

当地村民引进中囊抗体药物，有效解决了困

扰蜂农多年的中蜂囊状幼虫病问题，提升了

30%的蜂蜜产量。志愿团队还为村民引进

新式活框养殖蜂箱，联系专家进行养殖技术

培训，协助蜂农注册成立中蜂养殖合作社，

让中蜂养殖成为红旗村致富的“甜蜜”产业。

“这些志愿者娃娃，真能吃苦！”杨颖峰

回忆，为了调研村里的产业情况，田博文带

领团队自费包车来到村里，白天跑农户，晚

上睡帐篷，有时一住就是半个月。

“为了省钱，我们拉着几箱方便面上山，

不同口味的吃了个遍。”田博文回忆。为了

给村民的蜂蜜蹚销路，团队还设计了小包装

的体验款蜂蜜，推广到网约车上，乘客品尝

后可以扫码下单。

2020 年，该志愿项目圆满完成，田博文

依然挂念红旗村的乡亲们，还跟村民们保持

着联络。他说，“销路不畅仍然制约着红旗

村的产业发展。只要能帮到乡亲们，我就会

一直跟下去。”

“志愿服务要聚焦贫困地区和困难群

众，这是我一直坚持的。”田博文说。 2017
年，他第一次参加学校组织的暑期“三下乡”

调研，所见所闻深深打动了这个大二学生，

“我在城市长大，从来没有深入了解过农村

和农民，最忘不了老乡脸上的笑容。那时

起，志愿助农的种子就在我心里扎下了根。”

5 年来，田博文创建了 5 个志愿服务项

目，连续开展并参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生

态环保等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服务时长达

3000多个小时。“虽然我们自己很难直接解决

农村存在的问题，但学校的专家教授、我们所

学的专业知识就是最大的资源，学生志愿者

可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找问题、想办法，形

成高效、精准、专业的助农方式。”田博文说。

花鸟、山水、楼宇……一片片普通的叶

子，居然可以雕刻出精美的图案。“瞧，老乡

们的手多巧啊！”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创业

园，田博文兴致勃勃地向记者展示农民们的

叶雕作品。现在，田博文是“叶久弥新——

基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叶雕工艺全产业

链研发与助农推广”志愿项目的负责人之

一。听说校友李相龙有叶雕技艺，田博文便

联系到他：“这个好学不？我在调研中发现

农村有很多闲置劳动力，能不能作为村民的

致富手段？”俩人一拍即合。截至目前，该志

愿团队已连续 3 年对陕西省柞水县和山阳

县进行志愿帮扶，带动 750 多人就业。田博

文说：“熟练工 10 分钟就能完成一片叶雕，

每人一年就能增收 7500 元。”

2021 年，田博文获得第十三届中国青

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这对他既是鼓励，也

是鞭策。他告诉记者：“我们正在探索以项

目化形式建立乡村振兴志愿服务队，推广

‘博士研发、硕士推广、本科调研’三级联动

志愿服务模式，深入乡村一线，为农业注入

科技动能，以实干为乡村贡献青春力量。”

重 庆 乡 村 电 商 直 播 青
年冉彦玲：

“到乡村来，是我最正
确的选择”

个头不高，脸上挂着笑容，小麦色的皮

肤……看到记者，冉彦玲热情地打起了招

呼：“刚从村里过来，这次我们主要去看看玉

米的收成，和农民谈好了，等玉米挂须，就要

去直播了！”

冉彦玲的家乡，在重庆东南部的一个偏

僻村庄。12 岁时，她离开农村，外出求学。

如今，15 年过去，她依然对农村、农民有着

特殊的感情。大学毕业后，她在成都一家设

计院工作，成为家人的骄傲。然而没过多

久，冉彦玲决定放弃城市的生活，回到了她

最熟悉的农村。她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

西部计划，来到重庆市荣昌区直升镇。当

时，冉彦玲的家人们并不理解：好不容易在

城市落了脚，为何又要回到农村？面对质疑

和不解，冉彦玲没有犹豫，立刻收拾行囊奔

赴新的工作岗位。

凭借此前在学校团委工作的经历，来到

直升镇后，冉彦玲组织起当地的青年志愿者

团队，给大伙儿普及政策，辅导村里孩子们

学习。随着和村民接触越来越多，冉彦玲发

现，每到收获季节，如何把农产品卖出好价

钱，是村民面临的难题。

2019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冉彦玲接触

到了直播。“以前看过直播，但从来不知道

还可以直播带货。”第一次在镜头前的冉彦

玲，还有些生涩。如何自然地和网友互动，

农特产品的优势和亮点是什么，什么品种

最畅销……冉彦玲一头雾水。不过，这次

短暂的接触，让她打开了新的思路。

回到镇上，冉彦玲开始研究直播带货，

学习别的主播如何推介产品。 2020 年，疫

情导致镇上许多农产品滞销，为宣传推广农

产品，帮助农民增收，她和青年志愿者组建

起“在村头”青年网络推广志愿服务队，化身

为“乡土网红”主播。柑橘、粉条、柚子……

这些成了冉彦玲镜头前的“常客”。

2021年，冉彦玲的西部计划服务期满，她

选择继续留在乡村，成为重庆市在村头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的一名主播，为村民“带货”。

然而，售卖农产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调

研、选品、对接村民、挖掘特色、售后服务……

一年里，冉彦玲有一半时间都在村子里跑。

一次，一名村干部联系到冉彦玲：“村里

有户村民生病了，现在正是柚子销售的旺季，

家里没人摘，怕是要烂在树上。你们能不能

来帮忙卖一卖？”接到求助，冉彦玲二话没说，

来到这户村民的柚子园，查看柚子的情况。

她在柚子园里搭起手机架，现场为网友直播

摘柚子。短短两个小时，满园的柚子销售一

空。更让冉彦玲欣慰的是，有了这次直播，许

多网友成了回头客，第二年柚子成熟的季节，

冉彦玲接到了许多预订电话。

“这是河包粉条，不用浸泡，开水一冲就

能吃……”现在，镜头前的冉彦玲显得游刃

有余。除了农副产品，荣昌区的三大“非遗”

产品也走进了冉彦玲的直播间。“荣昌陶、荣

昌夏布和荣昌折扇，这些产品和农产品不一

样，要想介绍得好，还是要学习不少知识。”

冉彦玲笑着说。现在，冉彦玲的足迹踏遍了

荣昌的每一个乡镇、每一个村庄，哪里的柑

橘好吃，哪儿的玉米快熟了，谁家的陶器有

特色，冉彦玲如数家珍。每到丰收季，乡亲

们总能等来这个爱笑的姑娘。

截至目前，冉彦玲累计开展助农直播推

广活动 50 余期，拍摄乡村特色视频 40 余期，

帮助销售农副产品等 300 余万元，产品销往

北京、四川等地。多年扎根乡村的她，获得

了第十三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全

国优秀西部计划志愿者、全国优秀共青团员

等荣誉称号。

生于农村，长于农村，服务农村。现在，

冉彦玲的父母经常刷到女儿的直播视频。“他

们说，为了乡亲们，干这个好，也不愧是农民

的孩子。”冉彦玲说。有了父母的鼓励，冉彦

玲的干劲儿更足，她将持续拓展农村电商的

服务范围，让更多百姓走上乡村振兴之路。

“到乡村来，是我最正确的选择。”冉彦

玲目光坚定。

广西志愿者指导中心志
愿者工作部副部长黄加荣：

“一定能在乡村发展中
找到用武之地”

“ 最 近 工 作 怎 么 样 ？ 生 活 还 顺 利

吗？……”几乎每个周末，广西志愿者指导中

心志愿者工作部副部长、广西炭火行动助学

志愿者协会荣誉会长黄加荣都会给协会资助

过的对象打电话，询问近期的生活情况。“大

多数受资助对象曾经是农村留守儿童，如今

虽然已参加工作，但还需要关心。”黄加荣说。

“我毕业后就到了农村做青年志愿者，

希望能为西部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2011
年，大学毕业的黄加荣没有选择广东的高薪

工作，而是响应团中央的号召，成为一名西

部计划志愿者，来到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

治县开展志愿服务。他回忆，“当时父母很

不理解我的选择，但我认为农村是一片广阔

的天地，可以更好地历练自己。只要有志

气，一定能在乡村发展中找到用武之地。”

背上行囊，黄加荣就这样来到了广西农

村。参加西部计划期间，黄加荣最关心的是

留守儿童的成长问题，他走访了广西贫困山

区 50 多个乡镇 200 多个村寨的 300 多所学

校，志愿服务时长达 1.6 万多小时。

“有一次去贫困学生家做家访，看到的

是破旧的房子。小孩的父亲早年因意外去

世 ，母 亲 也 改 嫁 ，她 只 好 跟 着 爷 爷 奶 奶 生

活。我问她想不想妈妈，她倔强地说不想。”

黄加荣说，孩子的眼神让他很揪心，他想帮

帮这些孩子，让他们健康快乐成长。

在共青团广西区委和广西青联的帮助

下，黄加荣成立了广西炭火行动助学志愿者

协会，开展扶贫济困、关爱留守儿童等项目

和活动，争取各类资金近 500 万元，惠及 1 万

多名少数民族留守儿童。

黄加荣在走访时发现，很多山区留守儿

童每天都要摸黑走山路上学，非常危险。于

是，他发起上学路上“护身铠”项目，在爱心

企业的资助下，为孩子们发放应急药包、手

电筒、防滑靴等装备。

2013 年 10 月，黄加荣面临着服务期结

束再就业，在家人的再三要求下，他回到广

州工作。但仅仅 4 个月后，他再次辞职，回

到了广西，考取了基层公务员，并继续坚持

运营炭火行动助学志愿者协会。“我一直挂

念着资助过的孩子们，心里总是放不下。而

且相对于广东，广西的乡村发展更缺人才，

更需要我们贡献力量。”黄加荣说。

2018 年 3 月，黄加荣报名成为共青团广

西区委派驻广西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保

安乡平浪村第一书记。“从志愿者变成发展

第一责任人，以前是帮助别人，如今是自己

帮自己，担子更重了。”黄加荣说。

黄加荣所驻的平浪村位于石漠化地区，

资源匮乏、交通不便，产业基础十分薄弱，村

子里居住壮、瑶、汉等多民族群众，2015 年

贫困发生率高达 23%，黄加荣刚到这个村

时，整个村集体收入只有 2 万元。“驻村后的

第一件事就是摸清情况。我走遍了全村 24
个屯所有农户。”村子里山路难走，山石嶙

峋，黄加荣的鞋子都磨破了好几双。

经过调研，黄加荣认为平浪村山多地

少，肉牛养殖是产业发展的突破口。乘着县

里发展肉牛养殖产业的东风，黄加荣联合村

里的致富能手，成立了养殖专业合作社，打

造了一个大型肉牛养殖场。之后通过自主

发展、入股经营、村企共建等方式，村集体产

业从单一的肉牛养殖发展为“肉牛养殖、蜜

蜂养殖、油茶种植、野生毛葡萄种植、乡村旅

游”的“长中短期”多元化发展格局。

驻村期间，黄加荣为平浪村争取乡村公

路、太阳能路灯、集中供水等项目，整合各类

扶持资金 1500 多万元。短短 3 年，村集体经

济资金从 2 万元增长到近 50 万元。2020 年，

平浪村实现整村脱贫。黄加荣说：“作为脱贫

攻坚伟大斗争的亲历者，我感到无上光荣。”

“虽然我已离开平浪村，但仍在关注、支

持平浪村的乡村振兴工作，还通过社交平台

帮助农户销售蜂蜜等农产品。”黄加荣说，

“我现在的主要工作是负责西部计划在广西

的开展、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新区‘广西青空

间’的建设、广西青年志愿者行动等，我将在

新舞台上继续为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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