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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是国家扶贫日，也是国际消除贫困日。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

攻坚战，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如今，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经完成，中国已踏上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大道。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许许

多多带领乡亲在勤劳致富的道路上奋力奔跑的领路人，他们或是退役军人，或是“土专家”，或是非遗传承人，或者原本就是普
通村民……今天，让我们致敬这些先进人物，重温他们的事迹，从中汲取继续前行的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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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加美好的明天持续奋斗

在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大水田乡，刘丽群是远
近闻名的创新创业能手，她在家乡建起了邵阳市规
模最大的全自动化蛋鸡场，创办了隆回县黄珒井现
代农业公司，带领当地乡亲致富增收。

刘丽群1975年出生于大水田乡龙源村（2016
年，龙源村、舒家村合并后命名为龙腾村），因为家
庭困难，高中毕业就到广州的电子厂务工。结婚后，
夫妻俩决定在家乡创业。

1996年，刘丽群开起了超市，经营山区的必需
品，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后来她与丈夫一起，不
仅扩大超市门面，还瞄准了隆回县北面大量的楠
竹、木材资源，将楠竹、木材、竹帘加工生意同样做
得风生水起。

2009年，刘丽群见一个老客户好久没来，打电
话联系，得知客户已经去养鸡了，又无意中看到中
央七台连续播放养鸡致富的事迹，想到家乡有丰富
的水草资源，鸡蛋的营养、口感应该会非常好，决定
喂养蛋鸡。

刘丽群为了掌握养殖技术，夫妻俩一边向专家
请教，一边上网查阅相关资料，并到河南等地的养
殖场学习，学习时，刘丽群发现一点点问题就问，不
仅学到了一套过硬的养殖技术，还确定了“原生态”
养殖的思路。回到家乡后，刘丽群租用了本村的10
亩荒地，投入500万元，建好温室，从海南、四川一次
性买来5万羽鸡苗。在养殖过程中，刘丽群不断改进
饲养技术、提高养殖水平，产出的鸡蛋经过检验，比
普通鸡蛋营养更丰富。据统计，养殖场的每只鸡一
年产蛋320枚左右，鸡蛋远销广东、广西等地，产值
达到600万元左右。

2013年，刘丽群带头成立了凤翔养鸡专业合作
社，以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发展养鸡社员50余户，
社员负责养殖，她负责养殖技术、种苗、疫苗、产品
销售，带动了当地百姓增收。

此后，刘丽群每年至少买进3批鸡苗，每次5万羽。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为了扩大蛋鸡养殖规模，
2017年，刘丽群带领团队到多地考察，投入3000万
元，以每亩150元流转了金石桥镇黄金井村的50余
亩土地，选址由大型砖厂废弃而来，且远离居民。建
好全自动化标准鸡舍三栋及温室、荫棚、肥料厂后，
刘丽群还购买了德国进口的全自动养鸡设备，实现
了上料、饮水、集蛋、降温、消毒、清粪等整个饲养过
程的全部自动化。

同时，刘丽群又投入 500 余万元建成了年产
3000吨的有机肥厂，采用湖南农业大学提供的专利
有机肥配方，生产出了百合、玉竹、金银花、辣椒、四
季豆、水稻等专用有机肥，产品供不应求，单隆回县
紫溪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250亩辣椒基地就订了
100吨专用有机肥。

目前，养殖基地常年保持蛋鸡17万羽，年产鲜鸡
蛋5000余吨，年产值7000余万元，是目前邵阳市规
模最大的全自动化蛋鸡场，刘丽群当上了“鸡司令”。

自己富了，刘丽群没有忘记父老乡亲，目前在
她公司上班的员工中，有许多都是家庭比较贫困的
乡亲。金石桥镇的陈伟德和妻子张菊香从2019年开
始在公司肥料厂打包装，两口子每天有300元纯收
入，供养两个儿子成功考上大学；贫困户廖昌齐带
着儿子上班，村里有10多人长期做鸡蛋工、杂工或
临时工……对于上门取经的养殖户，刘丽群提供免
费指导，为他们认真讲解养鸡理论和饲养技巧。她
还为当地村民发放鸡苗，帮助近20人摘掉了“贫困
户”的帽子。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刘丽群公
司还带动了中药材和蔬菜产业的发展，成为带动当
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企业，先后被评为“邵阳市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邵阳市特色产业园”。刘丽群也
被评为邵阳市“最美创新创业女性”和隆回县“三八
红旗手标兵”、“双学双比女能手”，并且当选为邵阳
市十六大妇代会代表。

她是蒋氏雕刻传统技艺第十七代非遗传承人，她用
自己的一技之长帮助乡亲脱贫致富，她为家乡油樟产业
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她就是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樟海
镇古柏村蒋晓兰，曾先后获得四川省第四届农村乡土人
才创新创业大赛乡村振兴贡献奖、四川省“诚信之星”、
宜宾市第八届道德模范、“宜宾好人”、“宜宾市五一劳动
奖章”等荣誉称号。

一路逐梦，打响“油樟”品牌

从第一代传承人靠简单的木工技艺，将山上成片的油
樟树作为建房造屋的原料并制作农用工具，到第十六代传
承人用樟木制成各类家具及各种供小孩玩耍的玩具，家族
传统让蒋晓兰从小对油樟有着特别的情感。她希望有一天
能用祖辈留下的雕刻技艺，用自己的方式让家乡丰富的油
樟资源体现出它的经济价值和艺术价值，带动家乡父老脱
贫致富，真正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017年，蒋晓兰注册成立了宜宾奇艺雕塑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奇艺雕塑公司”），并于当年10月受邀制
作叙州区世界樟海油樟展厅油樟赋。由于油樟赋作品反
复修改，为保证油樟赋木雕作品如期完工，蒋晓兰带领工
人师傅吃住在施工现场，盒饭、方便面、饼干、矿泉水……
60天工期的任务，被她带领工人28天保质保量完成。

得益于扎实的雕刻技艺，奇艺雕塑公司获得叙州区
颁发的“宜宾油樟”证明商标准用证，并成功注册了油樟
木雕“樟之艺”品牌。

一路走来，蒋晓兰历经考验，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
难，凭着近乎苛刻的质量评估标准、牢不可破的品牌信
用，让奇艺雕塑知名度越来越大，2018 年 7 月，荣获

“2018宜宾市优秀旅游商品”称号；2018年12月，在首
届中国西部林业产业博览会上，根雕作品《林家小院》获
现场专家评委一致肯定，获得金奖；2019年3月，“蒋氏
雕刻传统技艺”被列入叙州区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2019年9月，参展作品包揽了第三届四
川省生态旅游博览会金、银、铜奖……一系列荣誉的背
后，是蒋晓兰为梦想拼搏的艰辛，她不仅让“樟之艺”品
牌深入人心，也让“宜宾油樟”品牌更加响亮。

不忘初心，用心回馈社会

“要做一名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一直是蒋晓兰的坚
守。作为奇艺雕塑公司的负责人，在企业做到一定规模
后，蒋晓兰不忘初心，用心回馈社会、回报家乡：她的文
印店一直为家乡老弱病残免费提供复印服务；几年来，
自掏腰包购买2000余株油樟苗给贫困户，并指导他们
栽培，帮他们靠油樟致富；2020年，樟海镇古柏村遭遇百
年一遇洪水，蒋晓兰带领公司员工投身抗洪抢险，为抢
险一线的同志送去食物和水……每当灾害发生时，蒋晓
兰都带领着公司员工捐钱捐物。

同时，蒋晓兰还致力于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蒋氏雕
刻传统技艺”发扬光大，连续举办工艺美术人才培训班、
雕刻扶贫培训班等公益培训班，培训工艺美术人员600
余人次，回购脱贫户学员作品260余件，支付货款6.2万
余元，帮助周边群众致富奔康，推动油樟产业高效发展。
奇艺雕塑公司自创办以来，共吸收当地及周边农户116
人就业，招聘当地培训合格学员12人任公司修光师、打
磨师、漆师。

2021年12月，“蒋氏雕刻传统技艺”被列入宜宾市
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后，蒋晓兰经常
被邀请参加各类宣传竞赛活动，她也积极地借助这些平
台宣传家乡的油樟产品和油樟文化。作为宜宾特有的文
旅商品，蒋氏油樟木雕被来往宜宾的人们带往全国各地
乃至全球。

多年来，蒋晓兰带领奇艺雕塑公司为家乡乡村振
兴、油樟产业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并怀揣梦想立志
将宜宾油樟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他，曾是一名军人，在军队挥洒着青春的汗水，
收获了坚韧的意志、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他，退伍不褪色，发扬部队艰苦奋斗的优良作
风和敢闯实干的精神，带领群众在乡村振兴路上阔
步前行，书写乡村发展的新篇章。

他叫杨顺烈，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天柱县蓝田镇东风村党总支书记。2022年，东风村成
为贵州省第一批优选“兵支书”乡村振兴工作点。

退伍老兵返乡助力

1973年，杨顺烈出生于东风村一户普通百姓
家。参军入伍后，在部队服役三年，练就了他坚强的
意志和出色的能力，年年都被评为优秀。

退伍后，杨顺烈和同村村民一起外出务工，辗
转到过几个地方。在广州，杨顺烈的工作是到处跑
业务，当时他便发现那里的农村发展得非常好，村
民们的生活水平很高。为什么和家乡的农村差距那
么大呢？杨顺烈陷入了沉思。

“军人就是要敢想肯干，我要回到家乡去，打破
发展瓶颈，帮助大家提高生活水平。”2016年，经过
再三思索，杨顺烈怀着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和建设家
乡的坚定决心，毅然踏上了回村之路。

狠抓产业赚钱“养家”

回村后，杨顺烈成为村“两委”，担任村主任助
理，与同事们一起打赢了东风村的脱贫攻坚战。
2020年，杨顺烈被选举为东风村党总支副书记。
2021年，又被推举为东风村党总支书记。

“经过脱贫攻坚几年发展，我们村改变蛮大的，
村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村集体经济还是
很薄弱。”杨顺烈说，一个村就像一个家，只有想办
法赚钱，才能很好地养家，而他找的赚钱门道是发
展产业。

杨顺烈与村干部们一起多方考察，敲定了以羊
肚菌为主导产业的发展规划。但是，村民们都不敢
尝试，所以，他就带头种起羊肚菌来。

2021年，杨顺烈试种了20亩羊肚菌，即使遭受
了三场雪灾，还是赚了2万多元。“我的羊肚菌基地，
从整土、种植、管护到最后的出售，全权交给村民。”
杨顺烈说，这样就可以让村民们在获得务工报酬的
同时，实实在在地看到，羊肚菌产业究竟好不好，究
竟能不能赚钱。

就这样，杨顺烈以实际行动赢得了村民们的信
任。2022年，东风村与贵州发鑫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达成合作，种植羊肚菌435亩，带动120余名村民在
羊肚菌基地务工，实现人均增收6万余元。如今，在
东风村，除了羊肚菌产业，还有肉牛养殖、高粱种
植、四季果园等产业基地10余个。产业的蓬勃发展，
不但让村民的收入稳步提高，还让东风村的集体经
济得以壮大。2023 年，东风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260万元。

辛勤付出获群众认可

“有了钱，村集体事业就好做多了。”杨顺烈说，
他们用村级资金拓宽了进村路口，遇到水渠损坏、
道路塌方这类问题，也可以经过开会研讨后，就用
村级资金来解决。

为充分调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东风
村还用村级资金建立了“东风村乡风文明”超市，并
上架清洁类、副食类和厨具类等20余种生活必需品，
群众可以通过参加志愿服务、学习培训、创业就业、
乡村建设等行动赚取积分兑换物品。

如今的东风村，产业兴旺发展，庭院、寨道干净
整洁，已然呈现出一幅百姓富、生态美的乡村振兴
新画卷。

“杨书记把村里各项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让
我们村变得越来越好。他是个好书记，为他点赞！”
村民李亚琼说。

众多认可声，让杨顺烈颇感自豪，那些曾经付出
的辛勤与汗水，在这一刻都化作了内心满满的幸福。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为人民服务是我的使命。
能为家乡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我感到很荣幸。”采
访的最后，杨顺烈这样说。

作为黄背木耳产业核心领头人和一线农业产业发
展技术推广应用带头人员，张文平从事食用菌培育、研
发、推广30多年，先后获“德阳市劳动模范”“德阳市十
大杰出青年农民”“德阳市农民拔尖人才”“四川省农村
优秀人才”“四川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科
普惠农兴村带头人”等10多项荣誉，2023年被推选为四
川省人大代表。

引进木耳，带动乡亲增收致富

什邡市湔底镇沿山一带气候温润，非常适合黄背木
耳栽培。张文平是当地最早接触黄背木耳生产的人。
1987年，张文平参加工作后发现了黄背木耳的价值，与
父亲一起外出“取经”，同年成功引进适合四川种植的黄
背木耳品种，并进行示范种植。随后，张文平一边种植一
边探索，成功掌握了黄背木耳的栽培技术。

当年，张文平栽培的4000袋黄背木耳大获丰收，在
当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少村民上门学种黄背木耳。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算富。为了带动家乡的乡亲父
老实现共同致富，张文平主动带领大家种植木耳。

1997年，在各级科协的指导下，张文平牵头成立了
什邡市湔氐镇食用菌协会，他担任副理事长，负责技术
的研发、推广工作。2012年，张文平担任协会理事长。为
了能更好地服务群众，张文平引导和带动更多乡亲加入
协会，并为他们提供技术支持，积极带动大家增收致富。
通过“协会+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目前湔底镇黄背
木耳种植户已有3200多户，培养科技示范户15户，获得
科研成果32项。

到2022年，什邡市湔氐镇黄背木耳产量约3.5万吨、
占全国总产量的61.4%，销售收入达7.2亿元、占农业总产
值的85%。黄背木耳种植一跃成为当地的朝阳产业、致富
产业，湔氐镇也成为全国重要的毛木耳生产基地之一。

真诚服务，深得群众信任支持

张文平是耳农们信任的“土专家”。说他“土”，是因
为他推广的技术、方法、种子，非常切合农户种植的需
求。什邡市湔氐镇食用菌协会在基地建立了3亩标准棚
架、出耳场和试验基地，专供贫困户、种植户实地观摩和

学习，每年定期举办菌种知识、制袋技术、病虫害防治等
线下技术培训班10期以上，受训人员1000余人次，而线
上微信群的培训人员更广更多，也让更多的耳农能在第
一时间了解到新技术。与此同时，什邡市湔氐镇食用菌
协会还会在不同的生产季节，组织科技小分队深入农家
院落开展现场培训。

平时，耳农遇到的困难和疑难杂症及价格信息都会
在微信群里反映，张文平会在第一时间进行答复，及时
处理耳农问题，被耳农们亲切地称为“群聊及时雨”，也
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张教授”。

多年来，张文平凭借先进的技术、过硬的品种质量、
诚信的服务得到各方肯定，协会技术服务已辐射到贵
州、福建、陕西、河南、江苏、山东等地，吸引了全国各地
的种植户前来“取经”，产品远销越南、老挝等国家。什邡
市湔氐镇食用菌协会还积极吸引农户到基地务工，为湔
氐镇拓展了1万余人的就业岗位，全镇户均增收12.5万
元，人均增收1.3万余元。一朵朵小木耳，成为了湔氐镇
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顶梁柱”。

创新技术，提高木耳产品品质

当地黄背木耳产业的蓬勃发展，科技创新是关键。
由于生长环境变化和品种不断老化，曾沿用的木耳品种
抗病能力和产量逐年下降，困扰着黄背木耳产业的发
展。这让张文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为走出产业发展困境，张文平先后聘请中国农业大
学、华中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四川省食用菌创新团
队等单位的20余位专家常年担任顾问，在品种更新、种植
技术、种植材料上下硬功夫，走上产学研教相结合的发展
之路。2015年，什邡市湔氐镇食用菌协会与四川省食用菌
创新团队开启黄背木耳新品种的选育、试验、示范工作，
成功筛选出5个适宜什邡市种植的黄背木耳新品种。

作为什邡市湔氐镇黄背木耳产业核心领头人，多年
来，张文平带领研发团队不断创新培育出的新品种已超
过100种，每一个培育出的新品种都像是他自己的孩子。

“未来，我要沿着‘十四五’的蓝图，以‘全国劳动模
范’为鞭策，做大做强食用菌产业，助力乡村振兴，让湔
氐每一家木耳种植户都收获满满，让黄背木耳成为四川
的亮丽名片。”张文平坚定地说。

蒋晓兰
逐梦“油樟”不忘初心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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