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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查燕荣
通讯员 冯磊 夏姗

2020年8月至9月的“中国好

人榜”，新疆阿克苏市喀拉塔勒镇

尤喀克萨提村青年农民企业家曹晓

飞因助人为乐，为村民们传授红枣

种植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奔小康

的事迹榜上有名。

“我当时听到上榜消息的时候

愣了一下，一时没反应过来，我觉

得我只是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情。”曹晓飞笑着说。

2008 年，22 岁的曹晓飞从黑

龙江哈尔滨生物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后，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尤喀克

萨提村，跟着父亲开始种植红枣。

当时红枣市场行情很好，村里的乡

亲们家家户户都在种植红枣，但因

规模小、品种差、产量低，一年到

头也挣不了多少钱。

为改变现状，曹晓飞把自家

430亩红枣地当成实验田，尝试高

密度种植。他一边跟着父亲学习传

统种植技术，一边查阅资料，四处

向专家求教，还与几个志同道合的

村民成立嫁接服务队，在实践中不

断积累经验。

“小伙子聪明又能干，时常有

新想法，一闲下来就琢磨、改进红

枣嫁接技术，我们以前的好多问

题，他都能找到解决方法，跟着他

干我们心里踏实。”尤喀克萨提村

村民艾沙·依明说。

随后，心思活络的曹晓飞又联

合村里4户枣农一起创办了疆南枣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想通过统一农

资购买、统一科学技术管理、统一

联系销售渠道的方式，降低成本、

提高产量，带着村民一起致富，但

大多数村民因为从未接触过这种方

式纷纷保持观望态度。但曹晓飞并

不气馁，经过他的努力，2010 年

合作社高密植红枣亩产从最初的

300 公斤增长到 600 公斤，村民看

到了合作社的发展前景，纷纷踊跃

加入合作社。

可是好景不长，随着各地红枣

产业的不断兴起，红枣市场竞争压

力加大，利润开始下滑，枣农们心

急如焚，曹晓飞决定采取规模化销

售提升收益，实行保护价统一收购

红枣，扩大合作社集中销售规模，

顶住了市场的第一波价格冲击。

但保护价政策并非长久之计，

为深层次解决红枣销售难题，2012

年，曹晓飞自筹 200 余万元资金，

建起了一座年加工红枣 1000 吨的

加工厂，实现红枣清洗、烘干、包

装一体化，以初加工方式提高红枣

附加值，保住了枣农的收益。

面对红枣市场价格波动，销路

不畅，部分枣农出现了悲观情绪，

有放弃红枣种植的想法，部分社员

也萌生退意。看着枣园里茁壮成长

的红枣树，曹晓飞一筹莫展，忧心

忡忡。

2014 年，阿克苏市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局驻村工作队来到尤喀克

萨提村，了解了曹晓飞和合作社的

困境后，提出了降成本、提质效、

打品牌的策略，决定继续走红枣产

业发展之路。

作为合作社的主心骨，曹晓飞

一边和工作队、村干部提振村民红

枣种植的信心，一边苦心钻研红枣

种植提质增效技术。经过钻研，曹

晓飞发现，早期红枣矮化密植栽培

模式让红枣产能过剩，品质降低，

要想打破红枣丰产不丰收的瓶颈，

唯有提高果品品质。

之后，曹晓飞再次把自家枣园

当成了实验田，尝试枣树稀植栽培

技术，拉开行距、株距，通过合理

修枝，增加植株间的通风透光性。

同时严格控制农药、化肥的施用，

走绿色有机生产之路，从源头上保

证红枣品质，对早期注册的“沙漠

贡”“多浪贡”商标品牌进行大力

宣传，打响红枣品牌效应。

在他的带领下，村里的红枣价

格比起周边县市、乡镇平均价高出

10%至25%左右，辐射带动本村和

周边乡村 600 余户枣农亩均收入

3000 余元，红枣种植业在村里又

“红”了起来。

2017年，曹晓飞被推选为尤喀

克萨提村的科技副主任；2018年，

曹晓飞荣获中国林业乡土专家称

号；2020年，曹晓飞被评为“中国

好人”。面对如此多的荣誉，曹晓飞

作为党员，依然保持着一颗初心。

“‘中国好人’这一荣誉称

号，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光荣，代表

了乡亲们对我的充分肯定。我会继

续扎根尤喀克萨提村这片养育我的

热土上，带领村民们在致富路上阔

步前行。”曹晓飞说。

让红枣产业红起来
——记新疆阿克苏市喀拉塔勒镇尤喀克萨提村青年企业家曹晓飞

记者 陈曦 通讯员 张涛

春节临近，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民间烙画

艺术家、青岛非遗传承人黄旭，忙着在工作室

里烫制“金牛”题材作品，迎接牛年春节的到

来。黄旭用“铁笔”烙铁在葫芦上烙出各类节

庆图案，让这些葫芦充满了年味。

在黄旭的工作室，形态各异的葫芦挂满了

整个房间，上面有福禄寿喜、山水人物、花鸟

鱼虫等形形色色的图案。这些惟妙惟肖的葫芦

烙画作品都是黄旭的得意之作。黄旭说，每到

春节，他都会烙制一些以生肖为主题的作品来

表达对新年的美好祝愿。

烙画古称“火针刺绣”，又叫火笔画、烫

画，距今已有两千余年历史。烙画其实就是用

一种特制的金属笔在各种木质材料上烙制而成

的工艺画，呈现载体包括葫芦、木板、树皮，

还有宣纸、丝绢等。黄氏烙画始自黄旭的爷爷

辈，当时黄旭的爷爷在家具上烙画最简单的

“寿”“囍”等喜庆图案，黄旭自幼耳濡目染，

非常喜欢工艺美术。工艺学校图案设计专业毕

业后，黄旭到工艺品厂从事花边绘画工作，他

经手设计绘制的花边图案受到客户的一致好

评。

黄旭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烙画创作，先

后尝试了用宣纸烙画、麦秸烙画，再到后来

的木板烙画、树皮烙画，直到 2008 年，他发

现在葫芦上烙画效果很好，便一直持续至

今。黄旭说：“葫芦的寓意好，葫芦谐音‘福

禄’，葫芦多子，因此在民间葫芦代表着多子

多福，福禄相随。喜欢收藏赏玩葫芦的人也

越来越多。”

烙画所用的葫芦都是黄旭自己栽苗培育

的。每一次的精心创作，他都要根据构思确定

好合适形态的葫芦，然后开始布局，先用铅笔

在葫芦上轻轻撩画，再用电烙铁勾画，按层次

一次一次的加深，烫出丰富的层次与色调，表

现出立体感。

黄旭的工作室还免费传授烙画这项老手

艺，让更多人领略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黄旭

介绍：“烙画技艺是中国一种珍贵的稀有画种，

现在已经非常稀缺了。如果说葫芦作纸，那烙

铁就是笔了，看似简单的线条，但从构思到创

作需要大量的时间，精神需要时刻保持高度集

中。这笔法的轻重缓急，哪一笔该深哪一笔该

浅，都要细细琢磨，多次斟酌，一旦下笔，就

不能再改动了，学习这门手艺必须要静心且有

耐心。”

随着春节临近，黄旭烙制的“牛”葫芦走

俏市场，越来越多寓意好的葫芦也是销量陡

增。现在黄氏烙画已成为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将更好地发展和保护烙画艺术。

记者 吴旋
通讯员 段洪伟

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民

政局养老办负责人甄永泽，是

一名服役了12年的老兵，也是

一名养老战线的新兵。望奎县

疫情爆发后，周边的县区也出

现病例，在疫情防控最严峻的

时刻，他在养老机构的后勤保

障、消杀、心理疏导等工作

中，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

诠释了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

职业操守和担当。

养老机构的疫情防控方案

和指南清晰明了，但对于老人

来说还是像“天书”。作为疫情

防控宣传员，他通过远程监控

设备、微信等媒介，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对看不懂防控方案

和指南的老人进行讲解宣传，

一遍又一遍，直到老人明白为

止，不厌其烦。

由于养老机构封闭管理，

生活物资需要配送，为了使老

人生活不受影响，作为疫情防

控后勤保障员，他每天起早贪

黑，为全县29家公办、民办养

老机构运送物资。为了养老机

构安全，作为疫情防控病毒消

杀员，他穿上防护服，每天背

着近70斤的消杀设备，奔走在

29家养老机构间，进行每日两

次的外围消杀任务。每一次消

杀任务结束后，他的衣服全部

被汗水湿透。

在养老机构封闭管理下，

老人活动空间有限，家属又无

法探视，使得个别老人心理产

生变化，个别家属又不能完全

理解，作为老人心理疏导员，

他既要疏导老人心理，又要安

抚家属情绪。1 月 17 日，牡丹

老年公寓一老人去世，他第一

时间联系家属，协调殡仪馆，

并亲自开车拉着高龄的家属办

理手续，令家属备受感动。他

说：“从车后视镜看到家属鞠躬

表示感谢的那一刻，觉得自己

的付出值了。”

如今，甄永泽仍在抗疫岗

位上践行着民政人的初心使命。

养老战线的守护人

通讯员 杨玉红 罗长青

“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并

获得全乡最美脱贫户称号，我

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在这

里，我特别要感谢一个人，那

就是我家的帮扶责任人郑书

记！”前不久，在河南省桐柏县

城郊乡举办的先进典型表彰大

会上，西十里村脱贫户刘义成

捧着红彤彤的荣誉证书激动地

说。刘义成口中的郑书记是桐

柏县幼儿园派驻城郊乡西十里

村第一书记郑本营。

西十里村是城郊乡的西大

门，全村主导产业有花卉、板

栗、茶叶、苗木、农家乐餐

饮、旅游等。驻村以来，郑本

营用双脚丈量了村域面积内的

每一寸土地，踏平了扶贫路上

的坑坑洼洼，经常上门入户倾

听群众的心声，耐心听取他们

的意见，对群众存在的各种疑

问耐心解释。为了从根本上解

决部分困难群众内生动力不足

等问题，他每月组织开展一次

“志智双扶”活动，树立扶贫先

扶智，治贫先治愚的理念，激

发广大村民的脱贫干劲。

郑 本 营 还 从 协 助 村 “ 两

委”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入

手，重抓党建基层组织工作，

加强党员日常管理。利用党员

活动日，组织全村党员到桐柏

革命纪念馆、回龙榨楼等地学

习革命前辈先进事迹，要求党

员加强学习，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身体力行带领群众脱贫

致富奔小康。

村 子 要 想 富 ， 产 业 是 支

柱。郑本营说：“村民要想长期

持续稳定增收，必须得发展一

个符合自身实际的脱贫产业做

支撑。”驻村伊始，他就和村

“两委”班子一起，对村里的产

业进行充分摸底梳理，因户施

策制定脱贫项目。

曾经，刘义成家依靠 3 亩

薄地生活，家里一贫如洗，一

直在贫困线上挣扎。郑本营了

解到他家的情况后，鼓励他依

托山区自然优势，通过土地流

转，承包荒山，种植板栗发家

致富。

刘义成听从了郑本营的建

议，把家门口的15亩荒山承包

过来，进行树种改良，嫁接板

栗树，林下套种优质茶叶，依

托产业奖补政策，又种植了 1

亩艾叶。经过一番努力，如今

林果满山，茶叶遍地。现在，

刘义成一年到头有活干，季季

有收入，生活越过越好。2019

年，刘义成全家顺利脱贫。

郑本营说：“驻村工作其实

是良心活，只有一碗水端平，

把群众当亲人看，群众才会信

任我们。西十里村就是我的第

二故乡，村民不富，我心难

安，村民一户不脱贫，我这第

一书记的任务就没有完成，我

誓将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到底。”

“村民不富 我心难安”

记者 王官波
通讯员 李孟楠

辽宁省铁岭县熊官屯镇文

家沟村村民杨艳和杜岩是一对

80 后夫妻。别看她年纪不大，

一说起杨艳，村民们都赞不绝

口。

刚 结 婚 时 ， 为 了 改 善 生

活，杨艳与丈夫一起外出打

工，在外漂泊的几年里，他们

辛勤付出，虽然挣了些钱，但

却无暇照顾年迈的父母和年幼

的孩子，于是杨艳决定回家务

农。

2005 年，杨艳投资建设了

一个暖棚，搞蔬菜生产，收入

不错。在跑市场的过程中，她

发现早上市的香瓜价格好、销

量大，是一个致富好项目，于

是开始筹备来年的香瓜生产。

随后，杨艳多次参加镇村举办

的技术培训班，向农业专家请

教种植香瓜的知识，并到外地

考察学习。

2009 年，杨艳种植了 5 亩

地香瓜，由于种植技术不成

熟、缺少客源，加上产量低、

病虫害、市场价格低等因素，

没有带来好的经济效益，令她

一度失去了信心。村、镇干部

得知情况后，请专家现场指

导，帮她解决了甜瓜重茬、无

公害生产等技术难题，还通过

新闻媒体帮助推广宣传。第二

年，经过杨艳的精心管理，香

瓜品质极好，还提前上市，卖

上了好价钱，取得了可观的经

济效益。近年来，慕名而来的

消费者日渐增多，杨艳家的香

瓜一年比一年卖得好。

2017年，在熊官屯镇政府和

文家沟村村委会的帮助下，杨艳

扩大生产规模，承包了50亩地建

设冷棚，总体投资50多万，在种

植香瓜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西瓜、

蔬菜的种植，实现多元化生产。

杨艳致富不忘乡亲，她亲

自指导乡亲们种植香瓜，克服

生产难题。在她的带动下，5户

农户脱贫致富，还帮村里解决

了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促

进村民经济增收。现在，她正

计划打造自己的品牌，着手注

册“老杜头”甜瓜商标，申请

家庭农场，带动身边更多的人

一起把种植蔬菜、瓜果的事业

做大做强。

小香瓜托起杨艳的致富梦

非遗传人黄旭烙制“牛”葫芦迎新春

记者 朱柳蓉
通讯员 蒙倩如 覃金慧

一垄垄整齐的田地，一片片茂

密的蔗林，农机轰鸣声中，武启惠

“掌舵”的广西武宣县博盛农机专

业合作社正在崛起。

作为博盛农机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武启惠说：“我们致力于为甘

蔗生产提供全程机械化服务，至今

已拥有346台套各类农机具，带动

400 余名困难群众、农民工就业，

2020年经营总收入达2700万元。”

25 年商海创业经历，3届武宣

县政协委员、来宾市人大代表和劳

动模范……尽管身上有诸多标签，

武启惠仍有些腼腆地说：“其实我

只是一个为大家服务的农机人。”

长期以来，甘蔗生产特别是收

获环节劳动强度大、请工难、用工贵

问题突出，机械化作业是降本增效的

关键。但如何说服蔗农使用农机呢？

武启惠是地道的农村人，他

知道农民最看重的是经济账。按

照人工方式，砍甘蔗、运输、装车、

捆绳等环节每吨需要花费155元，

采用甘蔗联合收割机后每吨甘蔗

的收获成本可以降低 55 元，而且

还省去了剥叶环节，一亩地至少能

省下660元。机收省钱又省力，蔗农

们尝到甜头后，纷纷接受了机械

化作业方式，合作社也迅速壮大，

每年可服务 2.67 万户蔗农，服务

面积达29.6万亩。

作为蔗糖业的后端，糖厂在整

个加工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武启惠积极同糖厂沟通，整合社会

零散农机资源，积极吸收零散农机

户，逐渐承接了全县的甘蔗联合收

割作业，对机手进行统一调配和分

工。2015年至2020年，合作社为当

地博宣、博华两个糖厂装载进厂原

料蔗达692.1万吨。

合作社用科技赋能农业生产，

开展信息化管理，由“会”种地向“慧”

种地转变，安装了 133 台北斗终端

设备的农业机械，完成1.2万亩蔗地

深耕深松，利用智能植保无人机开

展水果、水稻、甘蔗等植保作业。

同时，武启惠作为党员，积极

响应脱贫攻坚工作，优先安排困难

群众务工，通过设立“双高”示范地

块和开展委托经营，带动困难群

众、农民工就业。在部分贫困村设立

10个甘蔗“双高”实验示范地块，种

植1000亩甘蔗示范基地，利用自身

土地托管经营模式，良种良法相结

合，使甘蔗亩产量从5.5吨提高到7

吨，以点带面在全县各村推广，让农

民的“钱袋子”鼓起来。以委托经营

方式为困难群众开展扶贫小额信

贷委托经营服务，每户投入5万元

信贷资金参与合作社农机作业服

务和农资经营项目，每年可获得

4000元红利。

迄今，博盛农机专业合作社已

连续 3 年获得武宣县脱贫攻坚荣

誉企业称号，武启惠也被评为“武

宣县参与脱贫攻坚工作先进个

人”、雷沃杯 2019“全国 20 佳合作

社理事长”。

合作社成立以来，武启惠始终

坚持服务赢市场、管理出效益的服

务理念，实行合作社+公司+基地+

农户互利共赢的合作经营模式，规

范管理团队，灵活开展业务。目前，

合作社共有机耕、植保、机械装蔗、

甘蔗机收、农业技术服务和机械维

修等 6 个服务团队，覆盖甘蔗耕、

种、管、收全环节，社员从 11 人发

展到237人，机构分工明确、统一调

度，专人管理、奖罚分明，已发展成

为管理规范化、发展规模化、服务

优质化的甘蔗生产全程机械化服

务队伍。

谈及对未来的规划，武启惠表

示，要推进农机农艺深度融合，创

建1000亩的“高效机收”糖料蔗生

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基地，带领全县

蔗农共同致富，共享“甜蜜事业”的

果实，助力乡村振兴。

“甜蜜事业”的掌舵人
——记广西武宣博盛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武启惠

拥有346346台套各类农机具

带动 400400余名困难群众、

农民工就业

2020年经营总收入

270027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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