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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正可为，青年当有
为。”姜梅是黄龙县农广校的一
名职工，她在农广校承担着农
民科技培训、高素质农民培育、
远程视频教育、产业振兴等方
面的工作，获得多项荣誉。

工作中，她始终扎根农民
教育培训的最前沿，牢记服务

“三农”办学宗旨，充分利用专
业特长，开展农民教育培训工
作，把每一缕阳光、每一滴雨
露、每一片绿色播洒在农民学
员的身上，用自己的才学和智
慧为农民传输着新的技术，用
爱心和技能帮扶每个农户早日
实现致富路，为黄龙现代农业
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坚持学习 做综合素质
过硬的农广人

工作中，姜梅积极主动、勤
恳务实、责任心强，以自己为农
民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
为年轻教师树立了学习的榜
样。她坚守在农民教育培训第
一线，始终不忘服务“三农”的
办学宗旨，心怀人民，始终把农
民学员看作自己的兄弟姐妹，
时时以一个优秀教师的标准严
格要求自己。深入群众进行高
素质农民培育前期摸底调研，
明确抓产业振兴就是搞好产业
科技技术培训和服务。充分发
挥农业部门和专业技术优势，
爱岗敬业，勤奋努力，不管是烈
日炎炎的夏日，还是寒风刺骨
的冬天，她都在送科技送温暖
的路上。经常深入田间地头组
织各产业技术专家、土专家下
乡为农民进行手把手的技术、
管理、防治科技培训工作，黄龙
县7个乡镇、47个村都留下了她
心系群众的足迹。同时，身为

女同志的她更加能设身处地理
解农村妇女姐妹，她坚信妇女
同志只有通过学习增强创业增
收的本事本领，用新思想、新理
念、新技术充实提升自己，才能
更好地发挥好妇女“半边天”作
用。在工作中她注重农村妇女
教育培训，结合农村妇女实际
为她们量身定制培训课程，引
导她们发挥辐射带头作用，积
极参与村镇发展事务，2021年
高素质农民培训女性学生占总
人数的40%。

她一个人既要负责培训前
期课程设计和相关对接工作，
培训中又要变身授课老师、跟
班班主任，全程参与培训工作，
培训结束后还要进行学员反馈
以及其他收尾工作，每一期培
训班的成功举办都离不开她辛
勤的付出，但她从来不喊累不
怕苦，始终坚持“爱岗敬业，服
务人民”的宗旨，在平凡的岗位
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践行“默默
耕耘，无私奉献”的精神，以自

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单位及学
员们的肯定和好评，为全县高
素质农民培育工作添砖加瓦。
两年来，共举办线上线下培训
56期，发放培训资料 36500份，
受益农民达到13200人次。

科学严谨 做产业发展
兴旺的探索者

长期以来，由于黄龙县粮
食作物较少、经济作物规模小，
农民持续增收难度不断加大，
为进一步做好产业结构调整，
促进农民增收，姜梅通过深入
细致的调研，向领导提出了有
价值、操作性强的产业结构调
整意见，并认真组织实施且取
得一定成效。引进新品种，研
究新技术，最终的目的是要带
领百姓脱贫致富，她始终没有
忘记这个初衷，更是把创新工
作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还自
掏腰包拿出 1000元购买《苹果
新优品种和矮化栽培管理技
术》《苹果各种病虫害的防治》

等资料书免费发放给职业农民
学习参考。在她的示范带动
下，许多农民尝到了科技的甜
头，使先进的管理和防治技术
以较快的速度推广普及。

她认真参与实施高素质农
民培育项目，围绕苹果、核桃、
玉米产业与中蜂、中药材、食用
菌等特色产业的生产周期，利
用农闲时间，结合农时和生产
环节，通过理论授课、“云上智
农”App、延安百万农民线上大
培训、微信群等各种多媒体现
代化教学、集中答疑、基地实
训、技能鉴定、包抓指导、跟踪
帮扶等多种形式系统全面开展
培育。2021年组织实施黄龙县
高素质农民培育 101人并认证
结束。利用农民教育培训信息
管理系统开展培训在线监管和
绩效评价，组织参训农民对培
训教师、培育基地、培训组织和
培训效果进行线上评价，实现
参训农民基本信息 100%入库，
培育全程可监测可追溯，每年
评价率都达到100%满意。在高
素质农民培育的过程中，她手
把手给学员教“云上智农”App
的下载、安装、注册、使用，并耐
心讲解。经她培训过的学员已
有578人次。

情系农村，情系农民，上为
政府分忧，下为百姓解愁，让党
放心，让群众满意，是姜梅永远
的追求。她以“舍我其谁”的责
任担当，肩负“一枝一叶总关
情”的责任，践行“请党放心，强
国有我”的铮铮誓言，将个人奋
斗投入脚下的热土、把干事精
神写入黄龙乡村、把拼搏汗水
融入乡村振兴蓝图，用实际行
动演绎着“巾帼不让须眉”的动
人篇章。

初春，走进黄龙县界头庙镇小峪
村，王清平正在果园里忙碌，给村民指
导修剪果树，经过几年的摸索努力，现
在的她已经是黄龙县裕鑫园农民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

早年间，王清平在自家承包地种植
了矮化苹果，她积极参加苹果种植技术
培训，购买矮化苹果种植方面的资料和
书籍，鼓励其他村民一起种植，互相交
流矮化苹果种植技术和管护经验，成为
村里第一批矮化苹果种植能手。

2020年，王清平有了成立合作社的
想法，当她把这个决定告诉家人，家人
都被她的这种大胆想法吓了一大跳，认
为搞合作社有风险，万一赔了，村里人
怪罪起来怎么办?但王清平是吃了秤砣
铁了心，认准的事情不会轻易放弃。最
终，在她的坚持下，成立了“黄龙县裕鑫
园农民专业合作社”，先后吸纳成员 50
多户，170多人，合作社成员集体苹果种
植园约2000亩，核桃园约1500亩。

为了充分发挥合作社技术、服务、

资金优势，搭建合作社、果农利益联合
体，将果农嵌入苹果全产业链，分享全
链条增值收益，合作社实行了“果园变股
权、苹果变股金、果农变股东”的“三变”
模式，即果农将土地经营权、果园林权、
苹果股金入股企业，成为企业股东，参与
利润分配，实现企业与农户利益共享、风
险共担。在运行过程中，由入股果农选
举果农代表成立监事会，对入股业务的
经济活动进行监管（如合同签订、汇款结
账等），使果农的利益有所保障。

2022年，合作社通过技术服务全程
免费、农资投资补免赊、入库销售、低入
高卖、入股分红等措施，使参与“三变”
改革的57户果农的苹果销售价格，每斤
高于市场价 0.1元以上，直接增收 28.5
万余元，受到了广大果农的一致肯定和
赞叹。此外，合作社的发展辐射带动了
周边1200余户果农的1.6万亩苹果产业
发展，并为公司包扶的49户困难群众免
费分选苹果，提供就业岗位，带动他们
一起增收致富，合作社也因此被命名为
县级示范社。

时至今日，王清平的脚步依旧没有
停下，她还计划将合作社的经营范围从
果品的生产、收购、分级、包装、储藏、销
售，逐步扩大延伸至牛、羊、猪等畜牧的
养殖、销售，种子、化肥、果袋等生产资
料的购销，苗木、食用菌及蔬菜的培育、
生产和销售，并探索电商和直播，带动
周边更多群众一起走上致富路。

“新时代党的政策好，创业的条件也
好，只要我们踏实肯干，就肯定能有一番
作为。所以我相信，我们合作社的明天
一定会越来越好。”说起未来的发展，王
清平脸上淳朴的笑容里透着一份坚定，
相信会有更多群众，在她这只领头雁的
带领下过上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黄龙县 65 岁的于和香老
人，原来是中国工商银行延安
分行的一名职工。半个多世纪
以来，始终把“要做一个像雷锋
一样的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一直坚持不懈学雷锋做好事，
他凭着热心、爱心和责任心，在
群众当中树立了助人为乐的正
气风范，成为群众身边的“热心

肠”。
他总是竭尽所能帮助身边

的人。敬老爱老、帮孤助残、社
区服务等各种志愿活动，总能
看到他的身影。春来了，于和
香又忙碌了起来。小区楼下路
边的新枝发芽了长得乱七八
糟，怕影响小区美观，5年来，他
每年都早早修剪好，给社区大

大减少负担。在身边的人看
来，他身上有股“轴劲儿”，认定
的事情就一直坚持做。刚住进
小区的时候，他发现小区有一
截木桩子横插在路上，他担心
会绊倒路人，便自行购买工具
一点一点把木桩子打平，虽然
手都磨破了，但看到道路平坦
不影响路人行走，他终于放心
了。

热心肠的他在退休以后总
是闲不住，2018年冬天，黄龙下
着鹅毛大雪，路上行人多有不
便，物业工作人员工作量很大，
看到这种情况，他赶忙问物业
工作人员借了一把扫帚，帮忙
扫雪。这一扫就是五年，如今，
这把扫帚已被他用得破破烂
烂。

有一年，他还在当兵，有
一次去河边洗衣服，发现一同
洗衣服的一家人非常贫穷，买
不起洗衣粉、肥皂，衣服也破
破烂烂，交谈中得知他们家中
有生病的老人，年幼的孩子，
生活非常艰难，他立即把自己
的肥皂送给他们，同时又掏出
自己身上仅有的钱，也一并给
了他们。

提到丈夫爱帮助人，妻子
彭大凤深有感触：“他很多时
候放下家里的活儿也要去帮
别人。”1996 年，邻居突然病
发，于和香连夜把邻居送到医
院。生活本也不富裕的他拿

出自己的积蓄给邻居缴了医
药费，在邻居住院期间，天天
坚持送饭，为此还耽误了老家
的农活儿。后来邻居病好了
以后，要给他帮忙干活，他却
因为担心邻居的病情而婉言
谢绝。

他在延安上班期间，有一
次在路上看见一个小孩横冲马
路，此时一辆轿车快速驶来，情
急之下，他一个箭步冲到马路
中央抱回了孩子，才避免了一
场灾难，随后他把孩子送回父
母身边，孩子的妈妈一个劲地
感谢，他却摆摆手走了。

此类小事情还有很多，路
边垃圾随手清理，看见老人拉
车上坡主动帮忙，电表箱被吹
开随手修理并及时联系电力局
工作人员……诸如此类事情很
多很多，随手做好事已经成为
他的一种习惯，于和香的妻子
彭大凤也习以为常：“他就是这
样的人，爱帮忙。”

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妻子
和孩子也养成了乐于助人的习
惯，不管谁家有困难，需要帮
助，他们都会积极伸出援手。

于和香不富裕，生活也很
节俭，但他却用自己仅有的能
力帮助他人。做好事不难，难
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帮助他人
已经成了刻入骨髓的善良。他
总说，要做一个像雷锋一样的
好人。

在黄龙，一抹蓝色的背影经常出现
在各种救援现场，让无数人动容，他就
是黄龙蓝天救援队副队长贾喜胜。

49岁的贾喜胜是黄龙县尧门河水库
管理站的一名职工，也是黄龙蓝天救援队
副队长、黄龙蓝天救援队发起人之一。

作为一名职工，本可以在工作之余
享受清闲，但他利用业余时间积极投入
到民间救援组织志愿服务的行列。为
了让自己更专业，他先后自费远赴北
京、包头、西安等地学习救援技能。取
得了国家应急救援员相关证书。

这些年他参与的救援任务数不胜
数，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他先后多次
参与抗洪抢险、溺水打捞、人员走失寻
找、大型活动医疗安全保障任务。累计
志愿服务时长达2000个小时之多。

让他最难忘的就是 2017年 7月 26
日，榆林市绥德县发生特大洪灾，得知
情况后，他和队友第一时间携带救援装
备赶往榆林绥德，开展 7个昼夜的救
援。在灾区，他和队友主要负责人员搜
救、物品转运等工作，从第一天到达灾

区开始，每天都忙到深夜。刚开始物资
供应不上，只能吃自己携带的方便面、
面包和矿泉水，有时忙的都顾不上吃
饭。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毅然坚守了
7天，圆满完成了救援任务。

2019年底，全国突发疫情，他又义
不容辞地投入到疫情防控战斗中，用自
费购买的防疫设备进入单位、学校、敬
老院、车站开展防疫消毒任务。

2021年12月，突如其来的疫情又一
次席卷陕西。贾喜胜组织黄龙县蓝天救
援队联合黄龙县红十字会组织成立了预
防性消毒小组。他带领队员本着预防为
主、志愿公益的原则，主动配合政府和社
区，把应对突发疫情消毒任务作为专项
行动。面向黄龙县域各机关单位、学校、
重点防控区域开展免费专项消毒服务。
从 2021年 12月 23日开始，为县域 40余
家单位、5座学校、13个小区、14个防控
点、2个宾馆、1个市场、1个公园等进行
了预防性消毒。共计消毒面积约为35万
平方米，受益人数合计3.4万余人。

类似这样他救援的故事不计其
数……通过几年来参与的各种救援任
务，他意识到社会大众对于应急救援相关
知识知之甚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他多方联系组织培训，提高广大人民
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及自救能力，积极联系
学校、企事业单位、社区多次开展宣讲培
训活动，将蓝天救援队的单一救援向灾难
预防拓展，通过教育引导，让更多的人掌
握预防和应对灾难的基本常识。

在救援中慷慨的他生活很简朴，对
待自己非常苛刻，一件衣服穿了很多
年，缝缝补补舍不得换新。年近半百的
他白发越来越多了，但服务群众、不求
回报的初心却更加坚定了。黄龙县每
一次救援中，他的蓝色队服都是一道亮
丽的风景。

姜梅：

心系农民教育 情牵农村发展
通讯员 白杨越 记者 王静

于和香：

要做一个像雷锋一样的人
通讯员 白杨越

王清平：

成立农民合作社 带领群众谋发展
通讯员 白杨越

贾喜胜：

用大爱奉献社会
通讯员 白杨越

● 姜梅在进行线上培训

● 于和香获得多项荣誉证书

● 王清平在果库查看果品

● 贾喜胜在学校宣传救援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