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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一个人的名字，如今依然传诵
和响彻在河北省邢台市境内西部的太
行山区。

从内丘县到临城县，从邢台县到
南和县，从浆水镇到前南峪，从岗底
村到南沟村，从凤凰岭、狐子沟再到
村后脑、树莓谷，许多乡镇，好多村
庄，都摇曳着他矫健的身影，都镌刻
着他深深的足迹，都浮现着他朴实可
亲的音容笑貌。

尤其是在阳春三月，百花吐蕊、
果树枝头绽放艳丽的时刻，在树桠
间、叶瓣上、花朵里，都回荡着他那
悦耳的“咔嚓咔嚓”的剪刀声。

绵延数百里的太行山区成千上万
的父老乡亲，都是他亲密无间的朋
友。

是啊，在邢台的太行山一线，起
起伏伏的丘陵和莽莽苍苍的群峰绵延
了近百公里，坐落和隐翳着上百个大
大小小的村庄。在他去过的山旮旯
里，只要随手指向一片果园，他都能
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这是谁家的，有
几亩、多少棵，收益怎样，住在村里
的什么位置，家里几口人，孩子多
大，老人贵庚。

在他上千条的手机通讯录和微信
里，山里的农民占了60%，并且都起
着他编创的一串串便于识别的独特名
字：“岗底苹果”“绿岭薄皮核桃”

“红树莓”等等。
而他自己，从有微信起，就把自

己的用户名命名为“老山人”。
在这里，“老”似乎是永远的意

思，他希望自己“永远是山里人”。
微信上的“老山人”真名叫李保

国，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二级教授、
博士生导师。1858年2月出生于河北
省武邑县，2016 年 4 月 10 日因心脏
病突发不幸去世，年仅58岁。

噩耗传来，各方震惊。河北省委
书记、省长都在第一时间作出批示，
要求在全省开展向李保国同志学习的
活动。特别是在邢台太行山区的临城
县、内丘县、邢台县，数以万计的干
部和群众黯然神伤，有的居然号啕大
哭。大家没人相信自己心目中的“财
神爷”会突然离去，许多农民一遍遍
打电话求证这是不是真的……

内丘县岗底村负责果树技术的村
民梁国军，打开微信告诉我说：“根
本不相信，你看，这是前几天李老师
发给我的微信，还教我怎样治理村里
的苹果树呢。”

在微信上，“老山人”李保国回
答梁国军道：“收到了吗？用100倍的
氨基酸和2000倍赤霉素灌根，树上喷
赤霉素1500倍加萘乙酸1000倍。”

原来，村中杨书合家的苹果树开
春后长出的叶子又窄又长，不知道怎
么回事，问梁国军，他也不知所故，
于是就在微信里向李保国请教，并把
树叶拍照发给了李保国。李保国通过
微信先教他如何治疗，并说过几天会
来村里……

梁国军含着泪说：“说李老师不
在了，这怎么可能，他说他要来的。”

在采访村民杨群书时，他说不下
去了，哽咽道：“……现在想想，我
对不起李保国，人家都是为我好，可
我当时还不理解……”

那是 1997 年李保国刚到村里指
导苹果种植和管理时，他号召大家给
谢花的苹果套上纸袋，目的是保护苹
果生长，这样结出的果实皮薄、肉
鲜、色好。为了消解村民的疑虑，李
保国自己买了 20 万个纸袋带到村子
里，免费发放给果农，说以后苹果卖
出好价钱了，再还他纸袋钱。当时一

斤苹果才卖1块来钱，可纸袋的成本
每个就要 0.24 元，所以杨群书不理
解，认为将来会赔本。李保国劝他
套，他还跟李保国吵架，说：“为啥
花这两毛多钱把苹果罩住？那以后皮
还会红？你是糊弄我让买你的纸袋
吧，我就是不套。”李保国耐心向他
解释：“说科学，你不懂，我跟你打
个比喻吧。这苹果就像人的脸，如果
整天风吹雨打日头晒，是不是会很粗
糙？用袋子罩上保护起来，就像女人
使了防晒霜，将来苹果成熟后，好看
又好吃。”杨群书还是不干：“罩住没
太阳照射，能会红？不信。”李保国
笑笑：“到时袋子摘下，几天就上色
了。”杨群书还是不信，发来的 5 箱
子纸袋只用了很少一部分，还私下里
说李保国的闲话。李保国路过杨群书
的苹果园，见状指着他叫道：“老
杨，为你好，你不听，等那套的苹果
值了钱，你就想起我的好儿了……”
果然，套袋的苹果按李保国指教的时
间开解，一见阳光，几天工夫就全红
了，不但皮薄还又脆又甜，1斤卖到
了 2.5 元，比不套袋的贵出了 1 倍还
多，杨群书后悔莫及。

说到这时，杨群书的泪水潸然而
下：“李教授走了，他处处为我们
好，我还说三道四。想想以后再也见
不到他了，我就难受得不行，好几天
睡不着……”

临城县绿岭公司的负责人高胜福
接到李保国学生的电话，说李老师走

了，高胜福平静地问：“去哪了？”学
生哭着说：“李老师不在了……”高
胜福震惊地连问三遍才相信了。高胜
福迷茫着双眼说：“真不敢相信自己
的耳朵，不敢相信更不愿意相信这是
真的。几天来就像做梦一样，多想叫
梦醒来，李老师就在我的眼前，就在
我的身边……”

2016 年 4 月 12 日，李保国追悼
会和遗体告别这天，保定市数千人自
发送李教授最后一程，各种私家车把
保定南半城堵得水泄不通。邢台岗底
村，绿岭公司前南峪等地设灵堂悼
念，并有数百人自发前往保定殡仪馆
吊唁。

2016 年 4 月 18 日，邢台市委举行
首场李保国先进事迹报告会，以政府、
企业共同出资方式，设立李保国科技
奖励基金，用于奖励为邢台发展做出
突出贡献的科技人才，让其精神传承
下去；依托内丘县岗底村富岗科技馆，
建立李保国纪念馆，永久保存李保国
同志的生平事迹文字及影音资料。

李保国生前是全国劳动模范、我
国知名经济林专家、山区治理专家、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科技
特派员、河北省特等劳模、燕赵楷
模、省管专家，河北省科学技术突出
贡献奖获得者。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
步三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
奖 7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 9项
和河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出版

《太行山板栗集约栽培》《绿色优质薄
皮核桃生产》等专著，发表学术论文
100余篇。

二

是的，“老山人”李保国是名副
其实的大学教授，严谨，深邃，真正
的教书先生和学者、专家。在大学校
园里，在课堂上，在天南地北各地组
织的学术报告会、研究会上，在各种
会议室、主席台和讲台上，他学识渊
博，口若悬河，旁征博引，妙语连
珠。

但 是 ， 30 多 年 来 ， 他 硬 是 把
“学问”做到了荒坡秃岭，把“课
堂”搬到了田间地头，把“论文”写

到了太行山上，把“学生”带到了一
片片果园里。他的教案和学术成果是
山里最美的硕果，硕果是他最美的教
案和学术成果。他成了地地道道的备
受尊敬的“农民教授”“土专家”“乡
村技术员”，被广大老百姓誉为“科
技财神”“学问福星”。他是山区果农
们的“贴心人”“技术把式”。逢年过
节，他是乡亲们争相邀请的贵客，一
顿饭要像“跑片”那样轮流到 10 来
家炕头上去吃。

他比“愚公”聪明得多，也伟大
得多。愚公是要把挡在他家门前的山
搬走，太笨了，而他则是靠科学技术
让“荒山披上绿衣裳”，把昔日世代
寸草不生、“兔子不拉屎”的荒山野
岭改造成硕果丰收的良田，让山里人

“靠山吃山”摘掉穷帽子，过上幸福
的好日子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你的幸福我包了。”
这句话，是他曾经对内丘县岗底

村村民杨群小说过的。为了兑现这个
“七字承诺”，他以自己毕生的智慧和
力量，“承包”了数以万计人的幸
福，付出巨大的甚至生命的代价。

今年 56 岁的杨群小，20 多年前
总是早出晚归去外面建筑队打零工，
有一次在街上碰到在这里指导种苹果
树的李保国。李保国上前截住了他，
亲切地说：“群小，整天去外面跑
啥，挣不了个钱，你都不能种点苹果
树？”杨群小皱着眉头嗫嚅道：“我不
懂这个，再说那能挣钱吗……”李保
国拍拍他的肩膀：“兄弟，听我的，
种吧，技术上我负责。你家两个孩
子，光靠打个小工挣点小钱，养不起
家，供不起两个孩子上学，哪会有好
日子可过。你只要听我的，你以后的
幸福我包了。”

杨群小听了李保国的话，承包了
村里三亩三分地，种了 200 棵苹果
树，3年后果树扬花挂果，第一年就
挣了 4千元，第二年收入 8千元，如
今1年收入近10万元，不但供两个孩
子上中学、上大学，还盖了楼房买了
小轿车，幸福生活比蜜甜。

李保国教授是 1996 年秋天一场
大洪水之后来到岗底村的，当时他是
从保定农大来参加上边组织的“灾后
水土流失评估”专家组到这里考察受
灾情况。大洪灾把这个本来就偏僻贫
困小山村的200多亩“保命田”冲了
个精光。汇报时，村支书杨双牛眼泪
婆娑，悲哀长叹：“这以后不知道该
咋办……”李保国在下边听了，悄悄
递给他一个纸条，完了就走了。散会
后，杨双牛展开小纸条一看，上面写
道：“需要果树管理技术，我可以帮
忙。”后面还留有他的家庭电话。山
上没地了，可村里山场面积很大，特
别适合种果树，杨双牛早有这心思，
但不知道怎么整。于是，他就试探着
给远在保定的李保国打了个电话，没
几天，李保国果然坐着长途汽车辗转
着倒了好几次才来了这个距县城百十
里的小山村，并开始了整整 30 年矢
志不移的“科技扶贫”。

李 保 国 是 岗 底 村 的 “ 荣 誉 村
民”，这里有他的办公室兼卧室，是
他的第二故乡。他能叫出全村人所有
人的名字，对每一棵果树的生长比他
儿子的成长都了如指掌，硬是把一个

“山秃地贫收入少，光着脊梁睡土
炕，糠菜树叶半年粮，十有九年闹饥
荒”的穷村变成了全国闻名的“美丽
乡村”，其生产的“富岗苹果”驰名
中外，杨双牛因此成为“全国劳模”。

如今，岗底村人均收入从 80 元
达到3.1万元。

李保国逝世的消息传来，杨双牛
失声痛哭：“不是你，哪有富岗今天
的好日子啊……”

为了实现“你的幸福我包了”这
句诺言，李保国发誓“把我变成农

民”“把农民变成我”。
他说到做到，不用扬鞭自奋蹄，

从 1981 年大学毕业留校开始，只有
23 岁的他踌躇满志，完成教学任务
后，一有闲暇便携妻带子，背起行
囊，上山下乡，夙兴夜寐。

从这时起，年轻的李保国凭仗自
己所学专业和研究领域，主动自费到
邢台地区数百公里的太行山区开始了
义 无 反 顾 、 史 无 前 例 的 “ 精 准 扶
贫”。哪儿穷去哪儿，哪儿偏奔哪
儿。赴前南峪，进富岗村，上狐子岭
……每年在山里“务农”和“科研”
的时间平均都超过200多天，把自己
变成了似乎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他
举办不同层次的培训班800余次，培
训人员9万余人次，推广36项林业技
术，完成28项山区开发研究成果，直
接帮扶 100 余个村庄，累计增加农业
产值超过35亿元，实现山区农民增收
28.5亿元，使贫瘠山沟里“刨食”的 10
万农民实现了脱贫致富，让 140 万亩
荒山变绿，创造出“前南峪生态”“太行
山最绿的地方”“富岗苹果”“绿岭薄皮
核桃”等数十个全国名牌和名冠全国
的优秀村支书以及著名企业和企业
家，把农民变成了像他一样懂科学用
科学的技术专家。

从此，他完成了一个专家教授或
者是学者真正意义上的“植根”和

“深扎”，在太行山地区制造了一个
“科技兴农”的神话和传奇。

三

李保国真的走了。
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天一早，他的

手机还不断地响着，不知情的老乡还
向他咨询果树种植技术。他的电脑里
还有没写完的论文，他的办公桌上，
还有他没完成的农业项目规划和正在
修改的学生论文，还有他那雄心勃勃
的关于打造和整合邢台太行山区林果
产业“航空母舰”的平台……

壮志未酬啊！还有那么多人没有
过上幸福生活，还有求于他……

一连数日，我奔波于李保国生前
所工作和生活的山山岭岭，沟沟坎
坎，感受着他无处不在的气息。

站在临城县绿岭公司一望无际满
目青翠欲滴的薄皮核桃林里，徜徉在
内丘县岗底村一条条沟壑上正扬花飘
香的苹果园里，穿行在邢台县前南峪
村美丽如画的经济生态沟里，伫立在
南和贾宋乡“中国树莓谷”幼苗培植
基地里，我一遍遍感动着、感叹着、
感慨着李保国的令人惊讶的丰功伟
绩。随便找个村民或者员工打问李保
国的事儿，他们都会站下来激动地滔
滔不绝向我诉说。李保国所及之处似

乎都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他的事迹
风一样漫山遍野流传，遍布在林果成
长和开花结果的所有细节之中……

我第一次见李保国是 2006 年初
秋，在临城县城东北丘陵上号称“狐
子沟”的一个荒山开发项目工地，在
名曰“绿岭公司”的驻地。走到路边
挂满青果的核桃林旁，负责人指着一
个穿着破旧体恤衫、绾着裤腿、穿一
双胶鞋的中年汉子，对我介绍说：

“这是李保国，李教授，保定河北农
大的，帮我们弄薄皮核桃。”

李保国个子不高，也就一米六几
的样子，瘦瘦的，皮肤黝黑，胡子拉
碴，笑容很憨厚，看起来和蔼可亲。
按农民们的话说：“看着很土，不是
个讲究人，啥也吃，啥也干，腰里总
别着钢锯和一把大剪刀，问啥教啥，
一点没有架子，不像个大教授，普通
得跟俺们村里人一个样儿。”

当时，我在临城县挂职副县长，
县政府每周的县长办公会都要研究在
全县乡村推广种植薄皮核桃的事宜，
政府每年拿出一部分经费对种植的农
户进行补贴，目的是最终发展到全县
种植薄皮核桃达到 10 万亩。之所以
推广、号召、要求，还要补贴鼓励，
原因是大家对种植薄皮核桃认识不
足。

那时候，李保国没有名，薄皮核
桃也没有名。

后来，李保国和薄皮核桃都越来
越有名了。

如今 20 年过去了，这里的薄皮
核桃已经发展到 22 万亩，比原计划
翻了一番。

在李保国的直接引领下，这个
1.5 万亩的荒山岗从一开始不知道种
点什么到如今变成了“摇钱树”“花
果山”。实现了一年栽树、二年结
果、五年丰产，盛果期的核桃亩产达
到了 230 公斤以上，每亩效益超过
8000 元。绿岭公司的苗木、核桃、
深加工等一系列产业年收入近两亿元
左右。全县形成132个村庄的“百里
核桃产业带”。

这里是李保国的科学实验基地，
是他和学生的论文素材大数据库。在
这里，李保国经过 5 年的不懈努力，
成功选育出中国最好的核桃品种——
绿岭核桃；所推行的“绿岭薄皮核桃
矮化密植栽培技术”被中国工程院院
士、北京林业大学校长尹伟伦教授认
定为国内首创；在这里，他成立了

“河北农大产、学、研人才培训基
地”，先后有万余人在这里培训和实
习；在这里，拥有全国最大的薄皮核
桃培育基地，经常有外省市的人来这
里参观学习；在这里，国家林业局已经
连续举办了2届“中国核桃节”……

李保国教授的“科技扶贫”，是
直接对准村民的“精准扶贫”，使得致
富发家过上好日子的农民越来越多
了，他给大家带来的幸福越来越多了。

2016年2月初起，人民日报、新
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
台等中央新闻媒体，分别在重要版
面、重要时段集中报道了李保国教授
30 多年如一日、用科技帮助太行山
区农民脱贫致富的先进事迹……

然而，在李保国成了典型“火”
起来的节奏上，他却悄无声息地走
了，未曾留下只言片语，像他热爱的
太行山一样沉默无言地矗立着。

“不留浮名身后知”。
是的，李保国扎根山区帮助村民

们致富，是为了纯粹的帮助别人，不是
为了自己出名让别人记得他。30 多
年来，李保国都是义务为乡村服务，从
没拿过群众一针一线。他规划、扶植、
策划了那么多名牌林果产品，有的公
司效益如日中天，但他从没向企业要
过一分钱。当他功成名就、党和政府
将要褒奖他的功德、给予他各种荣誉
称号、新闻媒体宣扬他的事迹的时候，
他却戛然而止，不情愿去享受那些“浮
名”般的荣誉和光环。他愿意累在为
老百姓的幸福上，不愿意累在名利上。

这就是只会“承包别人幸福”，
而自己从不会享受幸福的李保国；这
就是义务行走在太行山深处为穷苦农
民脱贫致富的志愿者，而不是衣冠楚
楚、四处奔走讲学还讨价还价索要讲
课费的李保国。再有几年，李保国就
要退休了，生前，他曾经这样说起自
己未来的生活：“到那时，我和老伴
儿一起找个山村住下，愿意做成太行
山上的一棵树，把根永远扎在这里。”

李保国没有能成为太行山上一棵
树，他的思想境界，他的精神意志，他
的艰苦奋斗，他的创新观念，他的励志
故事，已经成为一座让我们崇敬的大
山，巍峨，壮观，绚烂，风采卓然，解读
不尽，他是用生命染绿了荒山野岭。

巍巍太行是一座英雄之山，那上
面凝聚着我们民族的魂魄和气节。在
战争年代，为了生存和尊严，不乏敢
于抛头颅洒热血的勇士，他们将自己
的英名铭刻在了大山之上，让我们永
志怀念。今天，在和平年代，同样是
为了生存和尊严，还有幸福和美好，
也有人能挺身而出，敢于发出“你的
幸福我包了”的呐喊并践行诺言！李
保国无疑是其中之一。他不仅仅是知
识分子的楷模，更是中华儿女的杰出
代表。他将像往昔的战斗英雄一样，
犹如太行山那样恒久、高大、不朽，
与日月同辉。

（作者系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散
文百家》主编）

□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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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保国在邢台太行山区扶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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