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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4 日，清明时节，西藏阿里的党
员干部、解放军、学生及群众，聚集狮泉
河烈士陵园，祭奠英灵。

西藏阿里，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
是 南 极 和 北 极 之 外 名 副 其 实 的“ 高
极”。西藏和平解放 70 年来，一代代奋
斗者，守护边陲，建设边疆，在恶劣的环
境中创造“人间奇迹”。

伟大的事业，皆有精神，惟其精神，
才能历久弥新，赓续传承，焕发出跨越
时空的力量。

一面红旗——挺进！挺进！
挺进！人民的队伍到藏北

羌塘草原，海拔 4571 米，进藏英雄
先遣连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

71 年前，来自 7 个民族的 136 名战

士，组成进藏先遣连，在党代表李狄三
的率领下，从新疆出发，挺进西藏阿里。

1950 年 9 月 9 日，先遣连到达阿里
改则境内，日加木（扎布村）成为被和平
解放的村，插上了五星红旗。

当年 10 月 28 日，先遣连进驻海拔
4571 米的扎麻芒堡，帮助农奴放牧、打
柴、打土匪，就地做好越冬准备。

今年 65 岁的扎布村老人扎日向记
者讲述先遣连的往事：“先遣连战士向
我岳父买羊，我岳父要把羊给他们，但
他们坚决不同意，留下 11块银元。”

但冬天的扎麻芒堡，条件极其恶劣，
先遣连陷入断粮、断盐的危险境地。一场
高原病在战士中蔓延开来，一些人全身浮
肿、吐血，由于缺医少药，死亡人数一天天
增多，最多时先遣连一天举办11场葬礼。

最艰难的时刻，李狄三坚定地说：
“先遣连只要剩下一个人，就要像钢针
一样扎在阿里大地上。”

但牺牲仍在继续。等到先遣连最终
挺进阿里的噶大克，已经牺牲了 63人。

李狄三、巴利祥、吐尔逊、徐金全、
阿廷芳……

雪域高原永远留下了这些鲜活的
生命，永远镌刻下这些如山的名字。

“挺进！挺进！挺进！人民的队伍
到藏北，赶走帝国主义势力，为了国家
统一。”当年李狄三所做的《挺进歌》，豪
迈之情留存至今。

如今英雄已逝，但这种不怕苦不怕
死、为国家和人民牺牲一切的精神，如
巍巍丰碑，永驻乾坤，在高原生根发芽，
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一座丰碑——视名利安危淡
似狮泉河水，置民族团结重如冈
底斯山

烈士陵园内，孔繁森墓旁，一簇簇
红柳坚韧挺拔。

孔繁森，就是高原上的红柳树。
“西藏的老人就是我的老人，西藏

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孔繁森给患肺
病的藏族同胞吸痰，用胸口为聋哑老人
暖脚，用不高的收入养育孤儿。

“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
淡似狮泉河水；两离桑梓，独恋雪域，置
民族团结重如冈底斯山。”1994 年 11 月
29 日，孔繁森因公殉职，时年 50 岁，身
上有两件遗物：8 元 6 角钱和他去世前
写的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 12条建议。

71年来，人民英雄的事迹在高原流传。
战士杨天仁在先遣连行军途中因为

冻饿昏倒，掉了队，之后被牧民救回了
家。苏醒后，他不住帐篷，只睡羊圈，因为
部队有纪律：不得侵犯民宅。归队前，他
留下两块银元。那不仅是他唯一的财富。

今天，孔繁森的精神和先遣连的精
神已成一种精神基因，融入了阿里党员
干部的血脉，激励着人们，奋斗不息。

在海拔 4700 米的革吉县，被当地干
部戏称为“兜底县长”的武云鹏，床头上就
摆着一本关于孔繁森的传记。这位来自
中国联通集团的援藏干部，在近两年的时
间里向上申请援藏资金上亿元，心系当地
的供暖、供氧、供水等民生兜底工作。

“在这么高的海拔上，连呼吸都要
用尽力气，但我总是感觉时间不够用，
所以要加速奔跑，为老百姓做更多的工
作。”武云鹏说，“即使我牺牲身体健康，
没顾上家庭，也是值得的。”

一段奇迹——为有牺牲多壮
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一间低矮的土房里，两个挂面箱子
拼叠起来，盖上木板和报纸，便是阿里
札达县前县委书记刘继华的办公点。

1976年10月，刘继华响应国家号召，
扎根在了“天边阿里”。当地老百姓说，札达
县的道路，是刘继华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

为官 17 载，这位“清贫苦行僧”深入
基层，一切从简。在阿里博物馆想要为刘
继华布展立传时，竟然找不到一张可用的
照片，只有一张贴在档案上的二寸头像。

在西藏发展的重要节点，总有像刘
继华这样肩负初心使命的党员干部站
出来，在雪域高原上创造人间奇迹。

在札达县底雅乡什布奇村，妇女主
任群宗卓玛带领群众抵边放牧，像钉子一
样驻守在祖国边疆，守护国家领土完整。

在改则县抢古村，党支部书记尼玛
顿珠领导村民成立合作社，统一安排劳
动力生产，组建了施工队，办起了农机
修理厂和商店。2017 年，全村人均纯收
入近 1.5万元，实现全村脱贫。

放眼整个阿里，2016 年以来，建档
立卡贫困群众 6183 户 23159 人全部脱
贫，7 县实现脱贫摘帽，139 个贫困村退
出。“十三五”期间，2019 年地区生产总
值完成 62.4亿元，是 2015 年的 1.68倍。

伟大的精神，焕发出了改天换地的
力量。

阿里博物馆副馆长俞江说，阿里是
“世界屋脊的屋脊”，更是培育献身理想
信念的精神高地。

“伟大的发展奇迹，正如狮泉河烈士
陵园大门两旁镌刻的对联——为有牺牲
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俞江说。

新华社记者 翟永冠 张兆基 格
桑朗杰 田金文

为有牺牲多壮志
—“高极”之上的精神高地

△ 65 岁 的 扎 布 村 老 人 扎 日
向 记 者 讲 述 先 遣 连 的 往 事（3 月
30 日摄）。

新华社记者 格桑朗杰摄

◁4 月 4 日，西藏阿里地区的
小 学 生 在 狮 泉 河 烈 士 陵 园 向 烈
士献花。

新华社记者 格桑朗杰摄

走进山东省邹城市中心店镇的
一个草莓大棚，放眼望去，秧苗上结
满了一颗颗鲜红的草莓，白色的草莓
花绽放其中。

中心店镇富东新村村民李勇有
些不好意思地说：“这些老叶子还没
来得及去掉，今年草莓长得快，光摘
草莓都忙不过来。”

从春节前到现在，李勇和媳妇几
乎每天都忙着摘草莓、卖草莓。“亩产
接近 6000 斤，有经纪人上门收货，根
本不愁卖。”李勇说。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心店镇
就开始规模化种植大田草莓。为了
让农民获得更高收益，2007 年，中心
店镇开始尝试推广大棚草莓种植，但
对于农民来说建大棚种草莓还是一
件新鲜事。

那时候，李勇还是一名养鸡专业
户。“没种过，一个棚还要投入 3 万多
元，能行吗？”跟李勇一样，村里的很
多人持怀疑态度，大多观望。那一
年，村里只有十几户人家报名尝试。

为了鼓励村民发展草莓产业，中
心店镇拿出专项扶持资金，每个大棚
补贴 5000元，为大棚购买巨灾险和温
室大棚险，还从济南等地请来了草莓
种植专家，为村民免费培训。

“他们一年就挣了 4 万多元。我
第二年就不养鸡，改种大棚草莓了。”
李勇说。再后来，看到收益可观，不用
镇里补贴，村民都自发建起了大棚。

每年 11月，中心店镇草莓陆续开
始收获。李勇说：“今年草莓价格好，
春节期间批发价 40 多元一斤。草莓
产量高，能一直卖到 5 月底。我的一

个棚能挣 6 万元钱。”谈起收入，他脸
上泛起笑容。

如今，中心店镇有万人的草莓种
植队伍，万亩的草莓种植规模，全镇
草莓年产 4.5万吨，收入 5亿元。

基于草莓连片发展的规模优势，
中心店镇建设了高标准草莓生态观
光园。观光园每年吸引游客 30 余万
人次，被评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还
获得“省级草莓精品采摘园”“现代农
业旅游示范点”等荣誉。

中心店镇党委书记满人源说，在
发展种植的基础上，中心店镇将现代
农业、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旅游有机
结合，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

依托万亩草莓园和美丽乡村片
区，中心店镇连续举办了九届草莓采
摘节，催生了 5家农家乐，林果采摘游
与民俗文化游、研学游等有机融合，
激活乡村旅游业态，带动村民增收。

随着草莓产业的不断发展，村民
草莓种植水平也越来越高，大棚也越
来越智能。立式种植、玻璃温室等对
当地种植户来说已不是新鲜事。

为了保证果品质量，2020年，中心
店镇引入京东“智联云”物联网技术，
实现数据即时上传，以数据带动规模
化、专业化生产，让草莓在最“舒适”的
环境中生长。

当地干部介绍，现在采用水肥一
体化管理技术，实行精准滴灌，能节
约 40%左右的水、肥。

目前，中心店镇建成 3000余个日
光温室、玻璃大棚，一个大棚平均纯
收入 4 万元至 5 万元，村民不出家乡
就能致富。 新华社记者 邵琨

山山东邹城东邹城：：

草草莓铺就致富路莓铺就致富路

眼下正是我国南方春耕备耕时
节，在湖南省祁阳县部分乡村的田间
地头，着装新潮、活力充沛的“90 后”
村 支 书 ，成 了“ 老 熟 人 ”中 的“ 新 面
孔”。他们看似稚嫩，却对村里的大
小事务越来越胸有成竹。

“大伯，今年要抓紧把早稻种起来，
要保自己的口粮，有什么困难跟我们
说，我们会尽量想办法解决。”28岁的村
支书刘笑正上门动员村民种双季稻。

帅气的短发，乐观开朗，举手投足
间富有朝气，这是祁阳县下马渡镇枫
石铺村村支书刘笑留给记者的印象。

从大学毕业后，刘笑先后在广
州、深圳上班。2019 年老支书找到
刘笑，希望他能回村里工作。“我见过
沿海地区农村的繁荣景象，就琢磨自
己是否也能把家乡建设得那么好？”
刘笑告诉记者，一番思考过后，就带
着一腔热血留在了村里。

农村工作琐碎繁杂，对农村实际
和基层工作方法不熟悉的刘笑，刚来
那会儿吃了不少苦。“起初在大伙儿眼
里我是个‘娃娃’干部，他们有质疑，我
只能加班加点地干，用勤奋和实干争
取他们的肯定和信任。”刘笑说。

工作两年来，刘笑发现自己“居然
进步这么快”。“村支书要会财务、懂法
律、明心理，既能巧妙劝解矛盾，又能耐
心解释‘十万个为什么’。”刘笑说，村里
事无巨细的工作激发了自身的潜能。

去年返乡的邓志，和刘笑有着同
样建设家乡的抱负。作为一名“90后”
村支书，他皮肤黝黑，性格沉稳，对家
乡祁阳县八宝镇瓦窑村有着深厚的情
感。“我是村里不多的大学生，家乡要
发展，我应该出一份力。”他说。

瓦窑村位于大山深处，山路蜿
蜒，从村子到县城的车程近 3 小时。
村干部原班子中，年纪最小的已近
50 岁，邓志给这个偏远的小山村注
入了一股青春的活力。

“我们村留守老人多，工作又很
细碎。当村干部就要沉得住气、耐得
烦，把最小的事做好。”邓志说。

经过近几年努力，瓦窑村脱了
贫，枫石铺村也正规划更长远的发
展。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出现在农
村 基 层 ，在 祁 阳 县 560 个 村（社 区）
中，“90 后”村（社区）支书有 8 名，年
纪最小的 25岁。

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
究院院长陈文胜表示，在推进乡村振
兴过程中，需要发挥年轻人的作用，
推动乡村治理信息化、科技化等。同
时也要结合原有的乡村特色，探索出
更适宜乡村发展的治理模式。

新华社记者 侯 德 强 柳 王 敏
席敏

““9090后后””村支书村支书：：

乡村乡村振兴路上的青春活力振兴路上的青春活力

4月 5日，顺平县河口乡大李各庄村的农民在给桃花授粉。
近日，河北省顺平县大面积桃树开花，果农抢抓农时进行桃树疏花、授粉等田

间管理，桃园内一派繁忙景象。顺平县素有“中国桃乡”的美誉，桃树种植面积约
14万亩。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清明前夕，宁波市鄞州区微萌种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薄永明终于把蔬菜制
种综合保险协议签订了下来。“有了这
份保险，我们制种企业算是吃下了一颗

‘定心丸’。”薄永明说。
种子被称为农业的“芯片”，其质量

与农作物长势直接相关。然而对于不
少制种企业而言，制种过程较为漫长，
结果难以预测。“种子的生产对天气的
要求较为苛刻，在我们公司，最终能够
达标的种子可能仅占所有试验种子的
1%。”薄永明说。

“农业生产是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
的行业，制种相比一般的农作物种植，
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宁波市鄞州区农
业农村局副局长胡尚鹏说，除了自然灾
害等影响因素外，种子售后种植保障期

内也可能会面临各类纠纷，可靠稳妥的
保障机制对制种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为保障农业“芯片”产业的顺畅发
展，蔬菜制种综合保险在当地农业农村、
人保财险等部门的谋划下应运而生。根
据保险协议，今后因暴风雨、洪水、内涝、
病虫害等影响，直接造成保险蔬菜制种
植株丧失制种价值或死亡的损失，保险
公司将按合同约定给予赔偿。

与此同时，若在全国范围内销售的
种子因存在缺陷而造成种植户财务损
失，保险公司也会给予企业相应赔偿。
据了解，微萌种业有限公司在当地的
85 亩原种繁育基地，亩均意向保额超
过了 4 万元。协议签订后，相关部门将
为企业提供全周期跟踪服务。

新华社记者 顾小立

宁波推出蔬菜制种综合保险
为 农 业“ 芯 片 ”培 育 护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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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小 传

李勇，男，汉族，山西大

同 人 ，1968 年 7 月 出 生 ，

1986年 11月入伍，1990年

3月退役。服役期间曾荣立

集体二等功、个人三等功。

退役后曾任大同市百货站

团委副书记、兰池百货大楼

团支部书记。后自主创业，

于 2003 年 8月创建裕盛祥

茶庄，现为国家级茶叶评审

员、裕盛祥山西商贸有限公

司董事长。2001 年入选商

务部“百名军旅企业家”，

2014年被评为“大同市诚信

企业家”。

李勇：诚信立业 爱心抒怀

李勇和他的裕盛祥李勇和他的裕盛祥

退役 30 多年来，不论是在国有企业工作，还

是自主创业，李勇顽强拼搏、吃苦耐劳，踏踏实实

走好每一步。成功，水到渠成。

创业：天生我材必有用

最近，李勇正在一门心思地考虑如何进一步改

进和完善茶庄的经营模式，因为他发现传统的直营

模式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了。“企业的发展要与

时代同频共振，否则终将被淘汰。”李勇这样说。

1990 年李勇退役后进入了商贸行业，他吃苦

耐劳、不畏艰难，由于业绩突出，半年内便得到了

提拔。但他没有满足于现状，1994 年他毅然选择

了自主创业，期间从事过衣帽销售，涉足过烟酒行

业，2003 年 8 月他创建了裕盛祥茶庄。从做茶业

经销的第一天起，他就提出“卖真茶、取薄利”的理

念，凭借诚信赢得市场、赢得消费者的心。目前，

他已打造出晋商系列普洱等多个自主品牌，并在

太原、大同等地开设了 40 家实体店，在太原、勐

海、杭州设立了 5家分公司。

经营茶庄走过了 18 年的历程，面对新市场、

新需求，他又开始考察、学习。“读懂时代，提高站

位，吸引人才，高水平精准服务客户，我们才能更

好地发展。”李勇说。清醒地认识自己，把握局势，

未雨绸缪，积极应对，再加上“天生我材必有用”的

自信和坚定，以及永远不服输的勇气与坚韧，李勇

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诚信：晋商风范写辉煌

诚信是立业之本，李勇一直以晋商精神激励

自己。为了让消费者喝到真茶、好茶，他每年行程

上万公里，问茶南国。收购毛茶时，聘请著名茶叶

专家验收把关，由历届炒茶王手制新茶。

2014 年，他成立了裕盛祥云南勐海分公司。

茶庄员工扎根勐海为消费者精心制茶、拉动当地

普洱产业升级的新晋商风范，受到了当地政府和

群众的赞赏。2018 年 5 月，在主题为“千亿云茶，

丝路飘香”的“滇茶杯”第二届云南名茶评比大赛

上，裕盛祥云南勐海分公司观茶坊选送的“善听”

普洱熟茶荣获金奖，这是山西茶企首次在“普洱之

乡”举办的大赛上夺金。目前，裕盛祥勐海分公司

在云南已形成了以观茶坊为中心、面向全国的“普

洱茶生产加工+熟茶体验中心+庄园主题民俗+学

术交流与旅游消费”的熟茶主题庄园。

“清清白白做人，规规矩矩做茶”是李勇多年

不变的初心。绿茶只卖当年新茶，为了兑现这一

承诺，“裕盛祥”每年都会在春茶上市时节，将上一

年度库存绿茶全部一折售出；“裕盛祥”不能有隔

年账，每年春节前必须将货款全部结清；员工工资

必须按时发放……

有一次，杭州一位供货商发给“裕盛祥”的价

值 8 万 多 元 的 龙 井 茶 在 路 上 遭 遇 火 灾 ，全 部 损

毁。李勇得知情况后，主动提出承担一半损失，给

供货商汇去 4 万多元，令杭州供货商分外感动，从

此认定了“裕盛祥”，至今仍是“裕盛祥”最好的合

作伙伴之一。

兑现对员工的承诺，让广大员工共享企业发

展成果，最近几年李勇又提出让员工身体、收入、

心情、家庭“四个好起来”的发展思路，通过工资和

奖励制度改革，让“裕盛祥”员工收入逐年增加；对

贡献特别大的员工，用他们的名字命名实体店，并

将营业额的 1%“世袭”奖励给该员工……

公益：利他情怀展风采

伴随着企业的成长，李勇的公益脚步也在一

直向前。

为古都文化添彩，他挖掘九边重镇历史悠久

的茶马文化资源，于 2018 年在北魏鹿苑故地建起

九边老茶仓，存储黑茶、白茶等各类优质老茶 4000

多吨，是中国北方集仓储、交易、旅游、茶文化推广

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行业标杆式生态茶仓。为助力

文旅融合，“裕盛祥”在大同古城墙上开设登城茶

楼，通过文字、图片和实物资料向世人展示大同茶

马文化，众多名人走进登城茶楼，探寻大同茶马往

事；开展“茶文化进校园”活动，弘扬民族传统文

化，让大同茶文化走进校园，使学生从小树立“知

茶性、明茶理、爱家乡”的意识。

2017 年 12 月，在第 15 届深圳茶博会期间举行

的“脱贫攻坚，教育扶贫”慈善拍卖会上，裕盛祥勐

海分公司观茶坊的一筒七饼银奖普洱以 3.8 万元

拍出，所得善款全部用于资助勐海县贫困学子；

2020 年，李勇为医务工作者送去慰问茶品，向坚守

在抗疫一线的勇士们致敬；为缓解深度贫困地区

茶农的经济压力，2020 年 4 日，李勇率先从湖北省

恩施州巴东县购入优质绿茶 1000 公斤，《南方都

市报》为此刊发了题为《疫情下“弹尽粮绝”的老板

自救，盘活资金，如今赴湖北购茶助农》的报道。5

月 1 日，“学习强国”山西学习平台转发此文，数日

内点击率达 40余万。

“深化茶文化内涵，提升服务档次，我们就是

要为消费者当好‘服务员’。”李勇说。以茶为载

体，用诚信的品格、文化的自信和精准的服务，李

勇带领“裕盛祥”全体员工阔步走向更加美好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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