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1月1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吕 晗

热线电话：(0531)85193307 Email：gaf@dzwww.com 周末人物 17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35岁时间线

11月7日，漫山红叶如毯，给初冬略显萧瑟
的淄博市博山区平添了一抹斑斓的色彩。

驱车沿崎岖的山路一路前行。当到达博山
区博山镇上瓦泉村时，早已在村口等候多时的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金成便三步并作
两步迎了上来。

“走！今儿咱先不进草莓棚，我带你去看看
村里的‘发财树’！”没有过多的寒暄，王金成拉
着记者就往村东的山上奔。

高高的日头把他的脸映得通红，王金成一
米八几的“大个头”走起山路格外利索。两年多
没见，他清瘦了不少，但精神头依然高昂。

翻过山顶，映入眼帘的并不是满眼的郁郁
葱葱。若不是王金成一再提示，怕是很多人都很
难将眼前不过一米有余的“干巴”小树跟目前上
瓦泉老百姓视作“发财树”的大榛子联系到一
起。

按捺不住疑问，记者拾起地上零星散落的
几片枯叶问：“这么小的‘苗’照顾起来费劲不
说，这一年能有多少收益，让你这么‘魔怔’，草
莓棚都不顾了。”

“别看这榛子树长得‘矬’，咱这有不少都提
前坐了果。再等一两年进入盛果期，就可以实
现亩产干果五六百斤，每亩利润七八千元。”王
金成笑着说，虽然亩产效益不如草莓，但榛子
种一茬能有二三十年的盛果期，好打理、市场
前景好，“是未来咱瓦泉人名副其实的‘金果
果’”。

上瓦泉村位于博山镇镇政府驻地以南10公
里，地处三府山北麓，莱芜、沂源、博山交界之
处。山清水秀不假，但也一度因交通不便、山地
贫瘠而成为“穷乡僻壤”。

1969年出生的王金成，高中没读完，便如村
里的其他年轻人一般，不想在这个山旮旯、“穷
窝窝”里困一辈子，一门心思只想逃离，去城里
闯一闯。

“博山曾经是淄博市政府所在地，过去又是
远近闻名的重工业基地，上瓦泉虽然离城区远
点，但能有多穷？用村里老一辈人的话说，似乎
过去‘穷神’和这片土地有缘，穷山、穷水、穷村
民，瓦泉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大人抽树叶，光腚
孩子多。”王金成回忆起过去的那段时光，唏嘘
不已，“千数口人守着千数亩耕地，也就勉强糊
口。那时候连同中、下瓦泉村，也算‘小有名气’，
是附近数得上的穷村、后进村，村里娶不上媳妇
的光棍格外多，‘亲戚都绕着走’”。

就是十多年前，上瓦泉村村民人均收入不
过2000元，村集体收入为零。

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17岁的王金成只
身前往博山城区打工。“咱一没学历，二没技术，
进城就是凭把子力气干装卸小工。钱不少挣，但
苦也真没少吃，手上、肚皮上磨得全是血泡。”王
金成苦笑着说，“那时候年纪小，执拗得很，又有
些叛逆，碰到难处都是咬咬牙，硬抗！想着就是
累死也不能回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的历练不仅让王金
成成长不少，也让他有了些积蓄，渐渐在城里扎
了根。

“那时，一年一两万的收入，富裕谈不上，但
温饱有余，而且事业又蒸蒸日上，为什么想着回
村，这不有悖于你当时的初衷么？”记者问。

“我有了成长，但村子却没啥变化。每逢节
假日，我都会回村看老人。村里的近况我看在眼
里，急在心上。咱上瓦泉村就活该惹人嫌，上瓦
泉人就活该穷一辈子？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24
岁那年我就许了个愿：35岁之后，一定要回来，
带着大家一起改变上瓦泉。”王金成说。

“为什么是35岁？”
王金成哈哈一笑，“我一直很喜欢一个词：

‘折腾’，而且不都说年轻人要有梦想吗，这个计
划是我的梦想，一直都是。但我也要完成一个个

‘小目标’，来为此作铺垫，资金、阅历、能力、社
会人脉资源等都是我当时所需要的。”

“家里人不反对么？”
“反对，在城里无论是生活还是孩子教育都

方便，但我说过我是个执拗的人，认定对的事，
就会干到底。”

“能人”回村

上瓦泉村的老百姓并没有等太久，2007年
换届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肩挑”的
王金成就开始行动起来，多次召开党员会议、村
民代表会议和村民大会，广泛征求意见，寻求村
民发家致富的新门路。

“离开上瓦泉村这么久，村里的情况肯定大
不一样，你上任后不先摸摸情况就动起来，不怕
步子迈得太大？”记者一脸好奇。

听了问题的王金成忍俊不禁，“其实许愿后
第一时间我就有了动作，先找到老书记沟通想
法。然后1997年，我在村头开了小卖部，逐渐把
精力转移回来，再者农村的小卖部还是村里的

‘信息部’，我也想借此机会摸清摸透村里的情
况”。

从置办小卖部，到入职村两委，再到走马上
任村支书，王金成不仅对村里的情况了然于胸，
也逐步摸索着适合上瓦泉村发展的路子。

“有机农业”的概念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就
已经进入中国，但直到2008年，社会各界才真正
重视。“当时刚进入公众视野的‘有机农业’绝对
算得上是新鲜事物，你怎么敢给上瓦泉选这么

一条路？”记者问。
“整个博山镇位于淄河最上游，地处特级水

源保护地，工业的路子基本走不通。通过一系列
调研，我们意识到，单纯依靠传统农业种植很难
让大家富起来，只有立足上瓦泉村特有的自然
地理环境优势，我们才有‘翻盘’的机会。”王金
成回答，“具体咋抓优势？首先得抢抓各级政府
出台的关于‘三农’工作的各项优惠政策和博山
区委区政府整建制建设生态农产品生产区机
遇，大力发展生态高效农业，才能真正实现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

虽然发展有机种植的路子有了，但随之而
来的却是铺天盖地的质疑声：“不允许使用化学
肥料、农药，能种出好果子？”“价格这么高，能有
多少市场，卖不出去咋办？”“成本这么高，万一
失败，谁来担责任？”“城里人都没捯饬明白，咱
这小村能玩得转？”……

“压力不大是假的，我心里都‘打鼓’，别说
乡亲们了。但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想消除
疑虑，就得找人先蹚蹚水。”王金成说。

草莓灵感

说干就干！2008年，两名党员、三名种地的
“老把事”带着全村人的希望，一人一个大棚一
亩地开始在外聘技术专家的指导下种起“有机
草莓”。

“咱上瓦泉地处山区，百姓零散自种的不仅
有苹果、桃等水果，还有小米、地瓜等农产品，相
对种植经验丰富，基础好，当初为什么偏偏选择
草莓？”记者问。

“一方面，当时草莓价格具有绝对优势，在
相对高端的水果市场也容易被消费者认可。”王
金成从手边的抽屉中拿出了一份泛黄的《淄博
日报》，那是2008年刊登的一篇沂源县中庄镇种
植户阮明文通过种植草莓发家致富的报道，也
正是这则信息给了王金成灵感，让他一步步走
上了“有机书记”的道路。

“人家一亩地收益能有3万多元，这对当时
的农民来讲，简直是天文数字。地理位置上，咱
跟沂源并不差什么，无非就是少经验、缺技术。”
王金成说，“当时我有幸参加全市有机农业种植
动员会，会上中国农业大学周继强博士讲了发
展有机农业的相关知识，虽然当时听得一知半
解，但却隐隐约约让我摸到了发展的路子。”

“在组织村两委成员到中庄镇实地参观学
习归来后，我们就商议规划了5个草莓大棚作为
试点，并请来阮明文提供种植技术支持。”王金
成回忆。

“那段时间，真是度日如年，金成书记跟我
们这些试验户恨不得天天住在棚里。施肥、栽
苗、浇水、授粉样样都按部就班地操作。现在想
想，伺候自己孩子都没这么仔细过。”说话的是
上瓦泉村党支部委员刘世礼，也是当初参与试
种的党员之一。

转眼来到2008年12月25日，“上瓦泉的第一
颗草莓熟了！”王金成说，这是个至今都让他难

以忘怀的日子，“当看到成熟的第一枚草莓时，
几乎是强忍眼泪。我轻轻咬了一点细细品尝，口
感特别好，当时就预感到，我们的试验成功了”。

隆冬十二月，寒风西北吹，王金成和上瓦泉
村民的心却是暖暖的。试种大棚内果香弥漫，娇
艳欲滴的草莓开始有了收获。一斤草莓市价十
五六元，一个棚平均收入一万多元，相较老百姓
彼时平均每年每亩1000多元的收入，已是十倍
有余。

听说不光是草莓，数量不多的有机韭菜未
出大棚就以50多元一斤的高价被抢购一空，摆
到了淄博、济南甚至北京的餐桌上。试种成功，
接下来的工作理应‘顺水推舟’。

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达。王金成调侃自
己虽然学历不高，但在他看来，虽然试种成功，
却还得扎实做好村民的思想工作，“只有思想统
一，全村拧成一股劲，才能甩开膀子大步往前
走”。

为了让村民尽快转变思想、达成共识，2009
年，在王金成的组织下，上瓦泉村先后组织召开
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村民大会、村民小组会、
种植户会议50余次，并成立了专门负责种子、技
术、销售的淄博润成有机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仅一个月的时间，上瓦泉就流转土地600余
亩，投资60余万元对集中连片的土地实施了客
土置换；同时，发动党员动员群众投资400余万
元建起20个有机韭菜大棚、60个有机草莓大棚，
当年纯盈利100万余元，为全村高效有机农业发
展打下了基础。

小村产业链

看过王金成和上瓦泉村老百姓如今的“心
头好”——— 大榛子果园，王金成又带着记者一头

“钻”进了刘世礼的草莓大棚，恰好碰到了来向
刘世礼“取经”的村民刘庆忠。

说起草莓，今年51岁的刘庆忠打开了话匣
子，脸上洋溢着笑容。

“要不是金成书记带着咱这些‘苦哈哈’摸
着石头过河，咱恐怕这辈子都不会在地里跟草
莓‘打交道’，更不会有现在这好日子。”刘庆忠
掰着手指头细算着一笔笔收入，以前两口子靠3
亩地种点地瓜玉米维持生计，农闲时务工收入
也有限，始终保持温饱，现在撇开三亩黄桃果园
一年小两万元的收入，自家的草莓大棚一年就
有五六万元的利润，加上在村里草莓大棚“打
工”的收入，一年至少能挣十多万元。

有机草莓等有机农产品的发展，不但扮美
了村容村貌，而且从源头上确保农产品质量安
全，让人买得放心，吃得安心。上瓦泉的草莓38
元一斤还供不应求，一个周末就能接待上千游
客。上瓦泉的“博山草莓”“博山韭菜”也一举获
得有机产品和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最近几年，草莓采摘园遍地开花，跟风严
重，村里的草莓大棚没受到影响。“不算今年，村
里的草莓大棚亩均利润年年都有增长。管理精
细的种植户，一亩一年就能有十多万元收入。其

实不仅得益于我们上瓦泉村先人一步，更重要
的是我们较早在市场打响了知名度。”王金成不
无得意地告诉记者，上瓦泉草莓能叫响品牌，很
大程度在于其规模化生产及先进的农业管理机
制。

“村里农户要打响农产品品牌，就要改变单
打独斗的局面，抱团发展打开销路。成立合作社
前，村民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跑市场、找销路，有
些农户种植规模小、经营时间不长，常常因信息
来源受限，销售渠道不畅。”王金成说，通过土地
种植整合，合作社统一农户的种植技术、统一产
品管控、统一购销渠道、统一品牌宣传，让上瓦
泉的有机草莓、韭菜打开了销路和知名度，同时
既能使合作社重点统一打造一个或一系列品
牌，又能避免部分品质较差的商品以次充好，影
响品牌美誉度。

“咱‘上瓦泉草莓’年年都不愁卖，就是疫情
期间，靠着家里的‘小年轻’捯饬的网购，咱也没
受多大影响。”刘庆忠的眼神中满是骄傲，“今年
俺家二闺女准备考研，八九不离十！”

尽管上瓦泉村的草莓采摘活动搞得不错，
但由于只有冬季才能采摘，活动时间短，项目单
一。眼见周围其他城郊都市农业项目如火如荼，

“不愿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的王金成和镇上
领导一合计，决定开办果树认养。

2015年，上瓦泉村成立山东鑫洼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建设了占地200亩的“999开心果园”，
形成了采、购、游、吃、住、行一条龙的都市农业
休闲旅游链条。

“果树认养，不仅能很快回笼一笔资金，确
保部分果品的销路，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而且
在弘扬绿色生活理念的同时，赚足了人气，打响
了上瓦泉的知名度，可以更好地带动有机农产
品采摘、农家乐等乡村旅游项目，进一步拉长了
农业产业链。”王金成对此有着自己的“小算
盘”。

“村子想要发展，就要不断创新、与时俱进，
实现新的突破。”王金成告诉记者，如果说产业
是立体有形的，那么文化就是乡村的内涵和灵
魂，也是乡村最具吸引力的元素。2018年，王金
成带领村两委开始探索由鲜果种植采摘到干鲜
果品种植加工销售和休闲度假旅游的全产业链
模式转变。“我们把村里35处闲置破旧的民房重
新翻修，把别具特色的乡风民俗、红色文化等乡
村文化元素，以特色民宿、百姓大舞台、培训基
地等形式融入乡村文化旅游产业。

村民的日子一天天红火起来，村集体的收
入也水涨船高。2019年，村民的人均年收入达到
2万元以上，村集体的收入达到200多万元，乡村
产业振兴让上瓦泉村全体村民走上了脱贫奔小
康之路。王金成也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全国农业劳动模范”“齐鲁乡村之星”“山东
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与王金成漫步上瓦泉村，干净整洁的路面，
错落有致的院落，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墙
以及碧波荡漾的小河，展现出一幅美丽的乡村
画卷。碰到村民，王金成总会驻足攀谈一会儿，
聊聊近况，听听建议。

“村集体有了收入，腰杆硬了，也能为村民
做更多事，村两委威信自然就高了。”王金成说，
近些年，上瓦泉村不仅投资建设了多处文化娱
乐设施，投资100余万元建设了老年公寓，村内
孤寡老人全部由村集体集中供养，近千平方米
的党群服务中心也已初见雏形。

榛子联村

想要进一步持续发展，还是得向荒山荒地
要效益。所以，经过调研，在博山区和镇委镇政
府的支持下，王金成瞄准了大榛子产业。

2019年，上瓦泉村联合周围7个村，探索成
立了瓦泉片区榛子产业联村党委。

当日下午，我们一行又跟王金成来到“隔
壁”的中瓦泉村“串门”。

中瓦泉村党支部书记翟所民爽朗地说：“周
围几个村沾亲带故，亲戚不少，看到上瓦泉的老
百姓过上了红火日子，咱中瓦泉村哪能不眼红，
好在我们也有样学样，差异化搞起了黄桃、蔬菜
有机种植。老百姓也鼓了腰包，扔掉了穷帽子。”

犹豫片刻，翟所民接着说：“但这几年发展
还是遇到了瓶颈。村里常住人口满打满算也就
200多人，无法像上瓦泉一样搞规模化种植。好
在这榛子产业产值稳定、耐土地贫瘠、易储存、
后续加工产业链丰富，劳动强度又小，恰恰适合
我们村的现状。联村抱团‘闯市场’，我们不仅支
持，而且非常期待。”

目前，瓦泉片区已初步建成600余亩东峪榛
子育苗基地和榛子种植示范园区。

谈话间，王金成细数着过去十余年间上瓦
泉村的变化，从村貌到百姓生活都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产业种植结构也实现了“三级跳”：
2009年开始放弃传统农业种植模式，全力发展
有机草莓和有机韭菜大棚种植；2015年实现了
由单一棚内冬春季特色农业到一年四季有花有
果的特色富硒鲜果蔬菜种植的跨越；2018年开
始探索由鲜果种植采摘到干鲜果品种植加工销
售和休闲度假旅游的全产业链模式转变。

百姓的笑声里，上瓦泉村美丽乡村建设的
蓝图逐渐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眼前，田园风光正
在成为“聚宝盆”。

夕阳西下，只留一抹金色的余晖洒在大地，
王金成对于上瓦泉村的未来又有了新的规划，
他打算在文旅、农旅融合上大作文章，希望能吸
引更多的年轻人返乡。

“有机书记”
□ 本报记者 刘磊 本报通讯员 徐慧 陈颖

这是一个年轻人梦想成真的故事。17岁进城打工的王金成在24岁时许下35岁改变家乡的愿望。如今，
他的家乡淄博市博山区博山镇上瓦泉村，草莓38元一斤还供不应求，一个周末就能接待上千游客。上瓦泉
的“博山草莓”“博山韭菜”也获得有机产品和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汽车行驶在一边是悬崖、一边是深渊的盘山水
泥路上。随着海拔从不足1000米升至2500多米，四川
凉山州美姑县瓦古乡扎甘洛村的标示牌终于映入眼
帘。再转过几道弯，爬上一个坡，就能听到山坳里传
来郎朗读书声。

循声前行，扎甘洛村小学出现在眼前。那是半山
上的一座活动板房，房前一片狭长平地就是操场，五
星红旗在操场上空迎风飘扬。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
退役军人谢彬蓉已在此坚守支教5年多，成为扎根大
凉山的一朵“铿锵玫瑰”，给大凉山深处带来了新的
生机和希望。

高中毕业后，谢彬蓉如愿考入四川师范学院；毕
业后参军入伍，在艰苦边远地区工作了20年。2013
年，谢彬蓉退役时，已是空军某部的一名高级工程
师，获大校军衔。完成了从军梦之后，谢彬蓉的另一
个梦想在脑海里清晰起来：“我只在大学实习时做过
一段时间老师，国家培养了我，我希望自己的本领还
能派上用场。”谢彬蓉想起了小时候父亲常讲的“彝
海结盟”故事，就想把支教目的地放在大凉山。经详
细了解，大凉山迫切需要教师，正是她的用武之地。
2014年，她剪去刚刚蓄起的一头长发，背起行囊，来
到了大凉山。 （光明日报）

谢彬蓉：

扎根大凉山

支教的“铿锵玫瑰”

“慢慢走的话，毛驴也能驮着东西到拉萨。”这是
198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动物专业，被分配到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工作的龙勇诚，初到云
南时学会说的第一句藏语。冥冥之中，这成为了他三
十余年致力于研究、保护野生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
真实写照。

1989年的春天，坚守在漫天大雪的老君山中30
天的龙勇诚，初次远望到了日思夜想的滇金丝猴群，
1990年11月，他与助手在原始森林中寂寞苦守了三
个多星期后，守得云开见月明，终于在粮草耗尽前，
发现了一个近300只猴子的大型滇金丝猴猴群。1992
年6月4日，世界上第一张滇金丝猴的野生照片被龙
勇诚记录了下来，这背后是他在雪域高原和深山密
林中苦苦追寻数年、总行程数万公里的胶卷光影。

龙勇诚眼含热泪，和同伴们相拥庆贺！1994年，
在龙勇诚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继续将分布在云南、西
藏的约1500只滇金丝猴全部找寻了出来，并将研究
成果整理成《滇金丝猴现状及其保护对策研究》学术
论文发表，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后，龙勇
诚和他的团队成员绘制出了滇金丝猴自然种群分布
图，各类科研数据也趋于完善，受到了国内外科研机
构的广泛采纳，滇金丝猴保护区也因为龙勇诚的倾
力协助，制定出了一套完善的保护机制。 (央视网)

龙勇诚：

为滇金丝猴“上户口”

“你莫跑，做个了断吧！”想着刚刚牺牲的战友，
排长张飞（张译饰）指着美军战斗机大声嘶吼……这
是电影《金刚川》中热血澎湃的一幕。随着影片热映，
张译在片中的出色表现也引起大家关注：“张译一声
哨响，藏着千言万语。”

从《士兵突击》《鸡毛飞上天》到《红海行动》《我
和我的祖国》，从黄金配角到绝对主角，十四年大浪
淘沙，张译成长为影视界的中坚力量。他通过精心塑
造角色，弘扬时代主旋律，使一个个形象深入人心。

张译坦言：“每天拍《金刚川》有16个小时和吴京
一起摸爬滚打，还有4个小时，晚上收工后复盘‘过过
戏’。你不复盘，第二天会‘摔跟头’，你必须要让自己
长本事。时间紧、任务重，没有反复重拍的机会，复盘
更为重要。而一旦有了遗憾，就是观众的遗憾，台前
幕后5千多人在付出，我们没有退路。出演军人角色，
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必须具备基本的军人素质。
当没当过兵，看他穿军装的样子就一目了然了。因为
我们常年穿军装，就知道肩膀怎么使劲儿，腰腿怎么
用劲儿。而这种‘劲儿’会形成一种习惯体态，好像军
装就长在你身上一样。感谢十年军旅生涯，让我更能
感受到军人风骨，对我一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人民网）

张译：

为何能演活中国军人？

将丰收的苹果装箱（上图），检查草莓的长势（下图），王金成不停忙碌着。 □刘磊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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