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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醒

人物简介：
王岐凤，

1936 年 6 月
出生，1984年
加入中国共
产党，现任盐
山岐凤农研
会会长、《田
野 科 普》主
编。参加工
作以来，王岐
凤两次荣获
河北省劳动
模范，三次当
选全国农村
科普先进工
作者。

献礼建党百年 记录百名先锋

采访车从106国道奔向河间市诗经
村镇永安村，乡道两侧，大田间，满目
皆绿。十几分钟后，几栋白色塑料温室
渐入眼帘，由远及近，愈发醒目。一行
人便知，河间市博捷家庭农场到了。

农场主白冬冬是远近闻名的种植能
手，敢于尝新，这是大伙儿对他的一致
评价。这不，祖祖辈辈种大田的地界，
在他手里，几年间，就翻出了设施农业
的“花儿”。

“2016 年，看着国家农业政策不
错，俺就回乡流转土地，现在一共建了
18个设施大棚。”正在出瓜的白冬冬介
绍道。

彼时，白冬冬正在北京做防火门安
装销售的生意，日子可谓是红红火火。
回乡种地，还是搞设施种植，谁都不理
解。

“咱这儿农业发展为啥落后？年轻
的没人干，上岁数的又干不好。”白冬
冬犹记得去山东寿光考察，人均收入
25万元对他的冲击。他知道，不是农
业不好干，而是缺乏“探路者”。他，
就当这个尝鲜的人。

几年间，不光棚舍建起来了，就连
新鲜作物，也让他刷新了一茬又一茬。

眼下，他这儿的西州蜜正到了“出
阁”的时候，来拉瓜的客商一茬接一

茬。“这个品种肉细、脆甜，这两年挺
受市场欢迎，价格也好，比种普通的品
种强多了。”

敢于尝新，不能不提的还有他种的
水果西红柿，“五一”上市时，一公斤
能卖到10元钱。

不光如此，他还引来了“洋玩
意”——专做韩国泡菜用的甘蓝。别看
它外形与普通甘蓝无异，可身价却大
不同，亩效益能达到1.4万元。

虽然白冬冬种植的所有产品销路全
部走市场批发，但为追求品质，他在管
理上也试了不少新方法。

弃用化肥，大棚里施的都是有机粪
肥；自配糖醋合剂，喷施叶面，给作物
补营养；治虫不用药，改成防虫网、沾
虫板等物理方法……创新管理的过程，
也是农场的升级之路。

如今，这片农场不仅圆了白冬冬的
农业创新梦，更帮助不少村民开启了新
生活。在这儿打工的妇女，平均年龄在
50岁以上，以前没工作，在村里就是
打牌度日。如今，干着农活，既能练个
好身体，还能补贴家用，赶上农忙时，
得有四五十人来这打工。

近日，我市多地迎来强降雨天气，部
分地区作物生长遭受不同程度损失。农技
部门提醒，要及时做好强降雨天气后的农
业生产工作，减少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
响。

眼下，正是夏播玉米苗期，强降雨后
如果出现田间积水，应及时疏通田间沟
渠，尽快排出田间地表积水；还要进行中
耕松土，宜浅不宜深，一般以 4至 5厘米
为宜，应连续中耕2次为好；为促使积水
地块玉米植株尽快恢复生长，可用浓度
2％尿素溶液或0.2％磷酸二氢钾溶液进行
喷雾，每隔 3天喷 1次，一般喷两三次即
可，还可结合喷施叶面肥做好病虫害防
治。

强降雨天气后，叶菜类软腐病、瓜类
疫病等许多病害容易发生。应及时开棚通
风透气，以降低棚内湿度，清洁田间，以
利通风降湿，并抢晴天选择针对性药剂及
时防治病害发生；也要及时追肥，及时补
充养分，增强植株抗病性。受淹轻的可喷
施碧护、爱增美等植物生长调节剂，浇施
促根剂，促进壮根护苗。 梦鹤/整理

4次取舍只因农村需要人才

有人说，人生就是一个不断选
择的过程，成败，往往蕴含于取舍
之间。如果有机会离开小县城获得
北京户口，或是转正升职的机会突
然降临面前，你，会如何选择？在
王岐凤，是一次又一次的舍弃。

1957 年 6 月，王岐凤初中毕
业，响应号召，回村当了新中国第
一代有文化的农民。他母亲是北京
户口，老人家愿让他到北京找工
作。当时，他已把户口迁到北京，
正等待办理入住。彼时，农村相继
成立人民公社，要建书店。因在初
中学习时就是入党积极分子，爱学
习出了名，公社给他紧急电报，招
他回书店工作。再三考虑，王岐凤
毅然放弃北京户口，回到公社当起
负责人。

1960 年，全省公社书店撤销，
王岐凤被分配到城关管理区做团委
工作。在此期间，他又被省科学院
半导体所录取。管理区不想让人才
流失，争取他留任。一番思虑后，
他居然放弃了入所机会。

1976年，在公社担任农技员期
间，王岐凤又被选聘到沧州农科所
担任农技员。两年间，他多次获得
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选聘期
满，所里愿留他成为正式合同工，
可王岐凤又一次放弃了机会，返回
公社，继续从事基层农技员工作。

1989年，王岐凤第二次被评为
省劳模、优秀党员，转为国家科技
干部，盐山县委、县政府决定调他
到农业局任副局长。可他再一次放
弃升职机会，主动选择留在乡镇，
继续从事基层农技推广工作。

这4次舍弃，任谁来看，都十分
惋惜，可王岐凤每每谈起，无比淡
然。他知道，农村太需要知识、需
要人才了，他不愿意离开这片土

地，更不舍得离开他熟悉和热爱的
乡村农技科普工作。

60年科普路影响30万人

从 1962年在生产队担任农民技
术员起，王岐凤在农技推广的路上
已走了快60年。

1983年，担任盐山镇农民技术
员期间，他主动拿出自己玉米制种
应得的 4000元作基金，在全县第一
个建起了乡镇农业技术服务实体，
走起站校合一的科教兴农之路。做
农技服务，耗时费力不说，更需要
倾注大量心血，但王岐凤一直乐此
不疲，他说，如果每户都有一个科
技明白人，就会给每个家庭埋下一
颗提高成员素质的种子。

30多年间，实体近百万元的纯
收入，王岐凤一分都没往家拿，全
部用于站、校的各种运作。他先后
引进粮棉油优种近百个、创建食用
菌技校、引进温室大棚蔬菜和连片
大面积繁育优种等新技术上百项
次，先后培训农民达 30余万人次，
为农民实际增收超过10亿元。

科技知识在于积累，积累要有
阵地和手段，王岐凤深谙这一点。
1978年，从沧州农科所返回盐山镇
农科站那天起，他就开始筹建自己
的资料室，几十年间，先后投资 35
万多元。

科普的道路风雨兼程，王岐凤
始终没有停下脚步。为了在热爱的
科普事业持续发光发热，经省人事
厅审批，他 70周岁时才办理了退休
手续。延退的 10年间，他不但继续
搞好创办的实体，还走出盐山镇，
自筹资金，办起试验场，开创农技
科普新路。

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年轻
人，成长为拥有农业技术推广研究
员正高职称的专家，百余本荣誉证
书，是王岐凤近 60年科普路的最好

见证。

两个“百年目标”和5个梦想

最近一个多月，王岐凤每天早
晨 5点，就到位于盐山镇的办公室。
厚厚的几摞《田野科普》读物，被
他按期分类、整齐装订，不见一丝
马虎。虽然已 85岁高龄，可一连忙
上几个小时，他却一点都不觉得累。

“ 《田野科普》 2004 年创刊，
到了‘七一’正好出满200期，献礼
党的百年华诞，我的第一个百年梦
想实现了。”每期《田野科普》只有
4 页，6 期装订成册，掂起来虽然
轻，可在王岐凤心中，却是沉甸甸
的幸福。

“有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用漫
长的人生去奋斗。”这是王岐凤的幸
福观，以其为指引，他为自己制定
下5个梦想，并不懈为之奋斗。

第一个百年梦想是 《田野科
普》到今年“七一”前出满 200期，
已经实现。第二个百年梦想是关乎
他的 100周岁生日礼物——从 2012
年开始，王岐凤每4年选定4名贫困
大学生，每年每人给予 5000 元资
助，到 2036年时完成 6个批次 24名

大学生的资助，24年共计48万元。
他说，从事农村科普几十年

来，他深刻感受到了人才对于乡村
振兴的重要性。“乡村振兴，仅有一
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我们要把更
多人带动起来。”

他的第三个梦想是撰写一本书
——《田野守望——我的乡村农技
科普五十年之路》，30万字的书稿已
完成，正和有关出版社对接中；第
四个梦想则是从已发的200期《田野
科普》中选编一个约 40万字的《田
野科普精选本》，争取明年和读者见
面。第五个梦想是把积累的320卷报
剪编成系列丛书，制成光盘，争取
进入全国“农家书屋”，他把这一梦
想称为一个益民工程。

有不少热心人不解，甚至还有
人对他说，你现在 85岁了，这么多
梦想还能实现吗？

对此，王岐凤的回答一直是肯
定的：“幸福源自奋斗，成功在于奉
献。农村需要知识，需要人才，每
个有文化素养的人，只要选定目标
坚持追求、不怕困难，就会实现自
己的人生价值，群众就会欢迎你、
信赖你，党和政府就会看到你、支
持你。”

强降雨后
农业生产咋恢复

感受到农村人才短缺的痛处，他毅然放弃多次升职机会，甘愿留在土地上辛勤耕耘；近60年风雨历

程，倾心农业科普事业，从未动摇，让余热发挥再发挥；退而不休，如今85岁高龄，依然奋进在科普的

道路上，他主编的《田野科普》是不少人津津乐道的精神食粮——

杨金槐：把“问题村”变“红旗村”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卢骐铭

老杨调解室善解“扣”

下午4点，到达东孙村时，杨金
槐正忙得站不下脚。一边，不停安
排村民们有序接种疫苗，另一边，
他的手机还响个不停。

“没办法，最近村务太多了。除
了推进疫苗接种工作，黄骅镇工业
园区、石衡沧港铁路建设都在同一
时间推进。不过，有了这个调解
室，啥事儿在俺村都好解决。”说
着，他把记者领进了一间办公室。

这间办公室，正是杨金槐口中
的调解室——东孙村村民调解委员
会。调解室由杨金槐等8名矛盾纠纷
调解员组成，按照居住位置和家族
隶属关系，分区划片、责任到人来
调解全村矛盾。

“不管是村里搞建设，还是户家
过日子，有个邻里纠纷、摩擦矛盾
也很正常，别看都是鸡毛蒜皮的事
儿，可要是不处理或处理不当，就
有可能导致矛盾升级、演变成刑事
案件。”杨金槐说，此前的东孙村，
这样的事儿不少。

2012年，杨金槐挑起东孙村党
支部书记的重任，决定从这里“开
刀”治理乡村。他知道，要解决问
题，没有灵丹妙药，只能靠调解、
普法，提前给村民打“预防针”，于
是，东孙村村民调解委员会应运而
生。

“建立调解室后，俺村基本实现
了‘小事不出村’。调解员主动入户
解决纠纷，在发生纠纷的田间地头
及时解决矛盾。”杨金槐说，这些
年，村民们也渐渐树立了“有矛盾
就找调解室，有纠纷就找调解员”
的意识，精神面貌逐步改善。

这一来，东孙村的治安形势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成了周边
乡村的效仿对象。相邻村庄发生一
些难解纠纷也会找到这里，杨金槐
同样会特别认真地接待、调解，直
到化解矛盾，防止了民转刑的发生。

妙招治村效果好

“有了纠纷找调解，化去干戈为
玉帛；冤家宜解不宜结，能够容人
是美德。”走进东孙村，墙上多幅标
语，营造出宽松、和谐的环境。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随处可见
的普法知识和漫画，成了村路两旁
文化墙上的主角。其中，最为村民
耳熟能详的，当属杨金槐编写的

“四字经”。
这些，只是杨金槐治村的诸多

创新举措之一。
东孙村调解室里，一张半人余

高的网格图引人注目。这是一张标
注内容丰富的东孙村地图。在网格
图中，不仅标注了全村每户村民的

位置、横纵街巷、广场、公厕等基
本信息，还特别标注了低保户、五
保户、党员等各个群体。

“根据村情，我们将全村分成 7
个片区，每个片区都有一名网格员
进行统筹管理。网格员对网格图上
的片区情况一清二楚，方便村中各
项工作落实到位。”

杨金槐治村有术，还离不开他的
一本本日记本。每天计划做哪些工
作，怎样处理，结果如何，都被他仔
仔细细记录在册。不仅如此，村中每
一次会议，都以会议纪要的形式辑纳
成册，遇到村中重大事项，还会制作
成红头文件，做到有据可依，有章可
循。每年年底，东孙村都要对“两
委”班子成员进行无记名考评，督促
班子成员尽职尽责。

一个水杯、一条板尺，在杨金
槐的书桌上，这两个“老朋友”伴
随多年。他说，水杯，是在时刻提
醒他一碗水端平，板尺则是告诫他
做任何决策都要有依据。

好日子越过越带劲

曾经的“问题村”成了远近闻
名的“红旗村”，村民的精神面貌节
节提升，村容村貌也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沿着东孙村整齐的村路一路走
来，道路两旁绿树成荫、坑塘荷花
盛开，文化墙绘满整个村庄，一派
新农村的新景象。

可要忆往昔，这里却惨不忍睹。
“吃水难、排水难，路不平、垃

圾多。”杨金槐犹记得刚回到东孙村
的情景。村貌破乱，村集体的兜里
空空如也，甚至还负债100多万元。

接过这样的摊子，杨金槐没有
怨言。

为了尽快解决村里的财务问
题，杨金槐不要村里一分钱工资，
甚至自己为村里垫资还债。他四处
跑办，争取项目，先后进行交通、
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了群众
关切的民生问题。

除了修建文化广场，2015年至
2016年，杨金槐还想尽一切办法，
为村民们修了 12 处标准化水冲公
厕。为了让村民一年四季都能正常
使用，每座公厕里都安装了暖气
片，确保冬季用水不结冰。

在带领大伙儿致富上，杨金槐也
是想尽办法。一方面，利用临近市区
的优势，鼓励村民种植瓜果蔬菜。另
一方面，由村里协调，联系致富能手
和在外的企业家，吸纳村里的劳动
力，帮助村民增收。黄骅镇工业园区
建成后，杨金槐还计划成立东孙村劳
务派遣公司，为村集体创收。

现在，如果你问村民们在东孙
村生活咋样？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告
诉你：“好日子越过越带劲！”

人物简介：
杨金槐，

1961年 11月
出生，1983年
加入中国共
产党，现任黄
骅市黄骅镇
东孙村党支
部书记。曾
获全国优秀
人民调解员、
河北省“千名
好支书”等荣
誉称号。

王岐凤王岐凤王岐凤：：：田野上的追梦人田野上的追梦人田野上的追梦人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石 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