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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王有志 王喜进

阚家镇姚家山甫小学是高密市最偏远的
一所普通小学，刘相彪、刘瑞梅夫妻在这里一
教就是30年。学校教师最多时有7个，但最后只
剩了他俩人。采访中，记者没有听到他们丝毫
的怨言，看到的只是他们忙碌的身影，感受到
的是他们内心的平实乐观。

多次放弃调离机会

记者注意到，姚家山甫小学尽管规模不
大，但干净整洁，教学条件也不错。“30年前，这
所小学与现在却是大相径庭，夏天漏雨，冬天
进风，周边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刘相彪说。

1984年，风华正茂的刘相彪与刘瑞梅一起
来到姚家山甫小学任教。当时学校有5个年级、
7名教师、150多名学生，学校只能提供课桌，凳
子需要学生自带，条件十分艰苦。“刚来时，正
面临着学校‘黑屋子、土台子’改造，我们既要
给学生上课，课下又要自己动手改造校舍，虽
然累得够呛，但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刘瑞梅回
忆当时的情况时说。

志同道合的刘相彪和刘瑞梅在亲朋好友
的撮合下走到了一起。两人结婚后，为方便教
学，主动吃住在学校，开始了“以校为家”的教
学生涯。因为课程多、教室少，他们从事的是复
式教学，两个年级的孩子坐在同一间教室，左
边一个年级，右边一个年级，先给左边讲，右边
的上自习；再给右边讲，左边的做作业。因为人
手少，教务、后勤等工作也要干，经常忙得连轴
转。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夫妻俩都患上了职业
病，刘相彪患高血压，刘瑞梅则有严重的颈椎
病和贫血病，好几次晕倒在讲台上。

因为条件艰苦，其他老师都想方设法调走
了。刘相彪夫妻俩尽管也有多次调离的机会，
但都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里的孩子比城里
的孩子更需要教育，都走了咋办？”憨厚的刘相
彪说。

刘相彪夫妻身体不好，需要经常到医院检
查，但因为离城远不方便，2005年，他们在大女
儿的劝说下，拿出平生积蓄，加上亲戚资助，在
高密城郊买下了3间平房。消息不胫而走，一
天，刚下课的刘相彪被学生们团团围住：“老
师，你是不是要调走？”还没等刘相彪回答，孩
子们都大哭起来。猝不及防的一幕让刘相彪百
感交集，潸然泪下。从孩子们那里听到消息的
乡亲们也纷纷找到学校：“刘老师，你们要是走

了，我们把孩子交给谁呀？”面对乡亲们近乎乞
求的目光，刘相彪当即坚定地说：“请放心，我
们永远不会走。”至今，他们购买的房子一次也
没有去住过。

给孩子们插上理想的翅膀

农村出身的刘相彪知道，学校承载的不仅
是孩子们的求学梦想，而且还有无数家庭改变
命运的希望。他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教好
学生是教师的本分，绝不能让孩子和家庭的希
望在我们手里破灭。”

姚家山甫小学因位置偏远，覆盖人口多，
低年级小学生到外地上学不方便，学校作为教
学点一直保留下来，但教师配备数量长期不到
位。近些年，刘相彪既是校长又是老师，他手下
唯一的“兵”就是他的妻子。夫妻俩要教语文、
数学、音乐、体育和美术5门课程，小学课程样

样精通。为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每次讲课
前，刘相彪夫妻都精心准备，形式灵活多样，课
堂气氛轻松活泼。没有像样的音体美器材，刘
相彪就业余时间自制，效果同样不错。为了让
孩子开阔视野，从1985年开始，刘相彪夫妻自
掏腰包组织孩子们到城里观光。很多农村孩子
第一次游览了公园，认识了火车，走进了新华
书店。

刘相彪夫妻疼爱学生，遇到中午没地方吃
饭的孩子，就把他们领回家吃。为学生理发、洗
头、换洗衣服的次数，多得根本说不清。学生中
很多是留守儿童，为了让他们经常与父母沟
通，夫妻二人的手机成了学生们的“爱心热
线”。学生姚仁丽家庭生活困难，刘相彪默默地
帮助她，为她买书包、铅笔、作业本等学习用
品。今年春天，心存感激的姚仁丽的爷爷腌制
了50个咸鸭蛋，让孙女带到学校送给刘相彪，
不忍当面拂孩子心意的刘相彪收下后，晚上又
悄悄地送了回去。

30年里，刘相彪夫妻所教的班级在学期统
考中，成绩始终名列全镇前茅。阚家镇教管办
主任周福祥说，在那样的条件下能教出这样好
的成绩，夫妻俩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这些年，
令刘相彪夫妻最骄傲的是，他们教出的1000多
名学生中，考入大学的有300多人。

校舍改造，了却多年的心愿

破旧的校舍、学生的安全始终是刘相彪夫
妻的一块心病，早日让孩子坐在宽敞明亮的教
室里上课是他们多年的心愿。年久失修的校舍
经过多年的风晒雨淋、鸟钻虫蛀，漏雨透风的
事情时有发生。多年来，刘相彪一直担任着校
舍维修工，爬墙上房、糊泥换瓦之类的事情经
常做。前年深秋的一天，为了更换一间教室破
损的瓦脊，刘相彪一大早就架梯子爬上屋顶，
布满雪霜的瓦面异常光滑，刘相彪不慎一脚滑
倒了，幸亏被梯子挡住没有掉下来。扶梯子的
刘瑞梅当即吓出了一身冷汗，说起这件事时她
至今还心有余悸。

在刘相彪的多方奔走下，当地党委政府和
青年企业家爱心协会决定对学校危房进行改
造。2011年12月19日，新校舍破土动工，周边群
众听到消息后，主动捐款、捐物、出义务工。
2012年5月，校舍改造工程完工，新建校舍12间，
硬化、塑化活动场地720平方米，绿化校园2500
平方米，添置了玩具、仪器、图书，更换了桌椅，
学校面目焕然一新，刘相彪夫妻多年的心愿终
于了却。

刘相彪的另一个心病是学校后继乏人，毕
竟他们夫妻俩也是50多岁的人了。令他们感到
欣慰的是，去年9月份，刚毕业的大学生刘丽毅
然来到这里拿起了教鞭。已经被刘相彪夫妇认
作干闺女的刘丽说，她来到姚家山甫小学后哭
过两次：一次是初来乍到，看到这里的状况与
想像中的样子差别太大，伤心地哭了；第二次
是在了解刘相彪夫妻的事迹后，感动得哭了。

对于幸福，人人都有自己的体会和感受。
倾心于教育事业的刘相彪夫妻淡泊名利，过着
简单平实的生活。“每当看到孩子们天真的笑
脸、求知的眼神和对我们的信赖，我们就感到
很开心、很快活。我们不后悔当初的选择，如果
需要，我们会一直在这里教下去，直到退休。”
刘相彪说。

记者看到，学校墙壁上有刘相彪亲笔写下
的标语：“让农村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这
应该就是他们夫妻二人30年坚守这所学校的
信念。

■民生故事

一所“夫妻学校”30年的坚守

□ 本报记者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邓有峰 高伟仁

从1988年起，他便与农技推广结下了不解
之缘，每年到田间地头的时间都在250天以上，
赢得了广大农民朋友的信赖和赞誉。他就是被
农民朋友亲切地称为“编外农民”的昌乐县农
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孟祥晓。

30多本“笔记本”的见证

“2012年4月6日，宝城街道东西王村瓜农王
传星的西瓜发生炭疽病，指导使用氨基寡糖素
和氧化亚铜，用药一周后，病虫害得到有效控
制。”

“2013年3月24日，乔官镇姜家庄子村刘希
伟小麦发生冻害，麦苗开始发黄。指导喷施多
菌灵、井冈霉素、尿素混合液，用药一周后，麦
苗开始返青，健壮成长。”

孟祥晓的橱子里有30多个笔记本，里面密
密麻麻地记录着类似上面这样的内容。农业生
产受天气、土壤、病虫、操作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情况非常复杂，毕业于昌潍农校的孟祥晓
深知，搞农业科技推广，光凭书本上的知识远
远不够，必须具备过硬的技术本领和丰富的实
践经验。他于1988年到农技推广站后，勤学好
问，每天都随身携带一个笔记本，什么事情都

“记录在案”，25年来，几乎每天都有自己的记
录和分析，大大小小的笔记本记满了30多本。

1988至1992年，昌乐县实施小麦玉米吨粮
田开发，在鄌郚镇西水村建设高产攻关方，孟
祥晓负责小麦生产技术指导工作。小麦越冬期
间，为了准确调查攻关方内各调查点小麦冬前
最大群体，他在零下四五℃的寒冷天气里，坚
持进行田间小麦苗情观察。在田间蹲的时间久
了，腿麻、腰疼、脖子硬，手指被冻得发僵，脸和
耳朵、手指等暴露的皮肤皲裂，局部还有轻微
冻伤。看到这一情景，时任村干部徐立欣心疼
地说：“天这么冷，你还是快回去吧，俺老百姓
也没有受这个罪的。”孟祥晓摇摇头说：“这阵
子虽然苦点累点，但却能掌握第一手资料，为
以后小麦管理提供准确依据，这比什么都重
要。”

昌乐县吨粮田开发取得非凡成绩。到1992
年，累计推广吨粮田生产技术20多万亩，为全
县增产粮食两万多吨。

在孟祥晓主持下，从2009年秋播开始，昌

乐县又开展小麦高产创建工作。3年多来，他指
挥耕地施肥，亲自做好发芽试验和出苗试验，
认真搞好小麦从播种到收获各个时期有关叶
片长度、节间长度、分蘖成穗率、穗部性状、千
粒重等有关性状田间考察和室内考察分析。关
键季节，孟祥晓2至3天下地一次，然后根据小
麦生长发育情况，结合当时气象条件和土壤肥
力情况随时调整田间管理措施。在他的具体指
导下，这个县的10亩小麦攻关田连续3年亩产
都突破700公斤大关。其中，2012年亩产达到
767 . 75公斤，创潍坊市历史新高。在山东省农业
厅和山东电视台联合举办的“金满田”杯粮王
大赛上，昌乐县获得了鲁中冠军称号。2011年，
孟祥晓被国务院授予“全国粮食生产突出贡献
农业科技人员”称号，享受全国劳模待遇。

让人刮目相看的“孟氏理论”

善于观察、善于思考，是孟祥晓的一个

特点。“作物为什么得病”、“得病的原因
是什么”、“怎样才能让作物少得病或不得
病”，是他始终关注的问题。

经过20多年的探索，孟祥晓总结出了一
套“孟氏理论”：针对植物为什么发病，他
总结出了“万病皆从根上起，根不健康是病
因”的发病理论。针对土壤酸化、盐化、板
结问题，他探索出“增施有机肥，适量平衡
施用化肥，科学施用生物菌肥”的新的施肥
原则。针对如何搞好植物保健栽培，他总结
出了应当解决好两个平衡，即“地下部与地
上部”、“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平衡；
在生产上采取“下促、中保、上控”六字管
理方针，即促根系发达，保花、保果、保茎
叶，控营养体旺长，促进能量转移。

孟祥晓的“孟氏理论”有效解决了茄果
类蔬菜“烂脖根”、大姜“癞皮病”、瓜菜
不坐果等许多农业生产难题。

昌乐是远近闻名的“西瓜之乡”，但西
瓜有时发生“水串瓤”疾病，其发病机理和

防治方法一直没有被破解。孟祥晓查阅了大
量有关西瓜生产的书籍，并到市农科所、省
农科院咨询了许多专家。哪里发生了西瓜
“水串瓤”，他都立即跑去调查研究。凭着
一股钻劲和韧劲，经过1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
力，终于找出了病因，并成功探索出了一套
系统防治西瓜“水串瓤”的办法。在孟祥晓
的指导下，通过改善光照条件、科学调湿控
温和及时预防用药，防治西瓜“水串瓤”已
经不再是一个难题。

2003年，孟祥晓主持的“‘移栽灵’在
瓜菜生产上应用技术研究项目”荣获潍坊市
科技进步三等奖；2006年，他参与的“测土
配方施肥技术研究与推广项目”荣获昌乐县
科技进步二等奖；2011年，他主持的“设施
蔬菜安全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推广项目”荣
获山东省农牧渔业丰收奖个人二等奖。

近几年，随着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
态环境问题日益受到重视，植物保健栽培被
推到了生产前沿。以“孟氏理论”为基础，
孟祥晓目前正在带领站上技术人员开展一个
新的项目课题——— 《植物保健栽培理论研
究》。

有求必应的“神医”

今年7月底到8月中旬，持续的高温高湿
天气使许多地方的大姜出现了烂茎死苗现
象。有一天，孟祥晓接到了红河镇台东官庄
村姜农王金田的求救电话，他立即前往考
察，分析发病原因，开出了处方：先进行大
培土，然后浇水、合理施用生物菌肥，以菌
克菌。短短一周时间，就使大姜死苗现象得
到有效控制，并扭转了群众“大姜死苗不可
救”的观念。

在农民群众的眼中，孟祥晓就是一位技术
精湛、有求必应的“庄稼神医”。不管是刮风还
是下雨，不论是严冬还是酷夏，只要农户有需
要，他都随叫随到，毫无怨言。今年春天，五图
街道庵上湖村瓜农赵延文的西瓜出现旺长不
坐果现象，孟祥晓立即进行指导，通过挂插湿
度表测试棚内气温、地温，调整西瓜生长和生
殖生长平衡等措施，半个月后，赵延文的西
瓜全部坐果。掌握了技术的赵延文目前已成
为村瓜菜专业合作社的技术员。

2003年，昌乐县农业局开通了农业科技
“110”热线，热线电话就设在孟祥晓所负责
的站室。现在，农业科技“110”成了名副其
实的“热线”，每年来电咨询的群众超过500
人次。孟祥晓则经常冒着酷暑严寒，深入田
间地头，为农民解答生产中遇到的疑难问
题。据不完全统计，仅瓜菜不坐果一个问
题，他就为群众解决了200多例。

“庄稼神医”孟祥晓 □ 本报记者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孙方凯

“吆，是高主任啊，快屋里坐。”
9月12日上午9：00，青州市何官镇北小王村农

民张居中正忙家里剥玉米，见到常来他家的青州市
统计局“第一书记”联络员高伟进了门，忙起身打
招乎。

“张大哥，今天我来是向您发放调查问卷，征
求您对村庄发展规划建议的。”高伟说明来意后，
与张居中一边剥玉米一边聊了起来。

北小王村党支部书记王智军介绍，今年1月
份，青州市统计局局长孙国明成了村里的“第一书
记”，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副主任高伟则作为
“第一书记”联络员长驻村里，与全村党员干部群
众一起谋发展。截至目前，统计局已先后协调、筹
集资金5 . 5万元，为村里整修了生产路，修缮了办
公室。

这天，与高伟一起在村里发放调查问卷的，还
有统计局的28名工作人员，他们像走亲戚一样到农
户家中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和建议。因为正值农
忙，大部分农民在田里忙秋收，家里基本找不到
人，他们便和村干部一起，或是通过电话预约中午
见面，或是直接到田间地头走访。

在处理完单位的工作后，下午1点多，孙国明
在机关食堂草草吃了点饭，赶到了他联系的困难
户、57岁的王德华家中。因为火灾，老王家里不仅
房子烧没了，准备建大棚的8万元现金也化为灰
烬，一下子成了困难户。孙国明握着王德华的手
说：“我既然是村里的‘第一书记’，你的事就是
我的事，有困难你直接跟我说。”

孙国明介绍，这次发放调查问卷是响应青州市
委开展的以强基层、强服务、促发展、促稳定为主
要内容的“双强双促”活动，旨在通过全面排查摸
底，深入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盼，制定科学的村庄
发展规划和整改措施，更好地联系群众、服务群
众。

晚上7：30，京青农业科技公司的王文华回到
家中，统计局执法大队办公室副主任蔡相明到他家
完成问卷调查后，一天的走访方告结束。

群众到底反映了哪些问题？晚上8：00，孙国
明、高伟与村干部、部分村民代表一起，对村民的
意见建议进行了汇总，发现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是供
电线路老化，最希望解决的是尽快完成村庄的社会
化供水和环卫一体化。

对这3个问题，经过研究后，孙国明和村干部
一起向与会村民代表进行了答复：供电线路整改，
已上报市供电公司，将择期开工；社会化供水和环
卫一体化，力争今年封冻前完成。

问计百姓谋发展

◆“孟氏理论”有效解决了茄果类蔬菜“烂脖根”、大姜“癞

皮病”、瓜菜不坐果等许多农业生产难题。孟祥晓经过10多年坚持

不懈的努力，破解了西瓜“水串瓤”的发病机理，并成功探索出了

一套系统防治方法。

孟祥晓(中)在查看大姜生长情况。 □宋学宝 邓有峰 报道

◆一天，刚下课的刘相彪被学生团团围住：“老师，你是不是要调

走？”还没等他回答，孩子们都大哭起来。猝不及防的一幕让刘相彪百

感交集，潸然泪下。至今，他们在城郊买的房子一次也没有住过。

刘相彪与学生们在一起。 □宋学宝 王喜进 报道

□通讯员 刘强 王相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今年1-8月份，潍坊市国税稽查

局检查纳税人379户，实现查补收入3 . 14亿元。稽
查收入质量的提高，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了贡献。

近年来，潍坊国税稽查局牢固树立“以查促
收、以查促管和整顿税收秩序”三位一体的工作思
路，充分发挥稽查职能作用，坚决打击偷逃骗欠税
不法行为，有效遏制了偷骗税高发态势，对涉税违
法犯罪分子形成了强大震慑力。2012年该市稽查部
门共实现查补收入6 . 12亿元，较2011年增收3 . 83亿
元，增长167%，创历史新高，查补收入总额居全省
第二位。

行业整顿成效显著。在组织开展的成品油购销
企业、资本交易项目、办理电子、服装、家具类产
品出口退 (免 )税企业、5年轮查重点税源企业检
查、地方商业银行和地方股份制银行及自行开展的
房地产、汽车经销、纺织等行业的税收专项检查工
作，共检查企业325户，实现查补收入合计3 . 31亿
元，增长75%。

在重点税源检查方面，该局对全市部分重点税
源企业进行解剖检查。2012年对25户企业进行了全
方位检查，查补税款1 . 7亿元，户均查补税款近700万
元。今年共检查28户企业，查补税款8500多万元。

打击发票违法犯罪取得实效。该局围绕印制、
倒卖、虚开、使用虚假发票行为，加大与公安、地
税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加大对虚假发票买卖的打击
力度，逐步建立完善起了多部门参与、全过程治
理、常态化管理的打击发票违法犯罪活动长效机
制，着力捣毁、打掉、查办了一批涉及全省乃至全
国十几个省的典型案件，如安丘“克隆”发票案
件、寿光“皮包公司”虚开发票案件、临朐虚开农
产品发票案件等。2012年至今，全市累计检查企业
2429户，出动执法人员4858人次，查处违法企业1747
户，查处非法发票份数354442份，查补税款3 . 85亿元，
税警联合办案5起，抓捕嫌疑人51人，立案12起，
移送案件数7起，逮捕13人，拘留12人。

2012年，潍坊市国税稽查局被国家税务总局授
予“全国打击发票违法犯罪活动先进集体”；在
全省国税稽查系统绩效考核中连续两年获得第一
名；有3人入选总局稽查人才库，2 6人入选省局
稽查人才库；全局多项工作位于全省国税稽查系
统前列。

1-8月潍坊国税稽查局

查补收入3亿余元

□见习记者 吴庆辉 通讯员 宋杭之 报道
9月13日上午，潍坊市公安消防支队宣传员走

进潍坊学院，为该校2013级入学军训新生讲授了一
堂丰富生动的消防安全知识课。图为该校学生在进
行消防灭火实战教学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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