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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李保国一线科技扶贫 35 年，在岗底村就长达 20 年。因我们

和岗底有缘而跟李保国结缘，三人当中有两个与他儿子同岁，便

以“保国叔”尊称，其中有位是岗底人，是他看着长大的。

李保国教授去世后的第二天，岗底为他举行追悼会，他为老

百姓做的一件件好事、实事，一幕幕在我们眼前浮现，有一种把

他的事迹记录下来的冲动。巧合的是就在他去世的第 15 天，省领

导要求写一本《李保国故事》，纪念他的丰功，弘扬他的精神。

任务交给我们，大家带着感恩的心情欣然接受。

从李保国老师可歌可泣的人生历程中，我们采集了他 101 个故

事，用他的四种精神串起来，每个故事配有点评，试图让读者在一

个个闪光的故事中受到启迪，又能对他的一生经历做整体了解。

感谢河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田向利等省市领导和李保国爱

人郭素萍研究员的大力支持，并作本书编委。

作  者   

2017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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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保国同志“心系群众”的高尚精神，体

现于他的人生追求中，他“见不得老百姓穷”，

老百姓需要什么，就研究什么，发誓要“把我变

成农民”“让农民变成我”，将共产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定格于造福百姓的火热实践中，这是党

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生动展现。

心系群众
X I N X I Q U N Z H O 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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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纸条

1996 年 8 月 4 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洪灾袭击了岗底村。奔腾而来的洪

水瞬间冲垮了包括护村大坝在内的几乎全部水利设施，仅有的 200 亩保命

田变成了乱石滩，山上的果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村办企业被洪水冲得

一片狼藉。全村直接经济损失达 1190 万元，人均 2 万元。

“这日子没法儿过了！”岗底人一下子绝望了，感到天塌下来了。

当了一辈子生产队长的杨景春，那年 67 岁，患有半身不遂，整天吃药，

他看到保命田刮了，连饭都没得吃，孩子们哪还有钱供自己吃药！“再

不能给孩子添累赘了！”他想不开竟喝了 1605 农药，自尽了。岗底一时

陷入恐慌。

洪灾后的第十天，由河北农业大学和河北省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办公室

专家教授组成的科技救灾团来到了岗底村。

党总支书记杨双牛领着科技救灾团成员，从山上到山下，从村里到

村外，转了一个遍。救灾团里有一个成员引起了村民的议论。这个人看

上去有 50 岁，黝黑的脸庞，稀疏的头发，上衣皱巴巴的，裤子上有一个

补丁，脚穿一双平底布鞋，咋看咋像一个农民。村民背后议论说：“他

也是专家？”

常言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个人就是河北农业大学教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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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导师李保国，赫赫有名的林业专家。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李保

国就一头扎进太行山里，东奔西跑，传播科技星火，帮农民脱贫致富。风

吹日晒，雪打雨淋，在李保国的脸上布满了沧桑。这一年，他的实际年龄

才 38 岁。

科技救灾团来的这天，天上没有一片云，山里没有一丝风，炽热的阳

光照在潮湿的山坡上，让人好像进了蒸笼里，又闷又热喘不过气。在托梦

沟一处果园查看时，有人热得实在受不了，就躲在树荫下休息。李保国却

跑来跑去，一棵树一棵树地仔细观察，不时向果农了解情况。

开发初期，李保国和岗底村的村干部一起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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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乡，你这果园里的苹果树几年了？”李保国问。

“10 年了。”老乡回答说。

“好哇，正是盛果期，一亩地能产多少斤苹果？”

“赶上大年一千多斤，小年也就几百斤。”

李保国又问：“你疏过花、疏过果吗？”

“什么疏花、疏果的，俺没听说过。”

听老乡这么一说，李保国心里明白了。岗底村的苹果树之所以产量低，

主要是管理技术落后。如何帮助岗底村科技救灾，李保国心里有了谱。他

看着疯长的果树不结果，说：“我来晚了！”

查看完灾情，科技救灾团的成员们来到岗底村会议室，听取党总支书

记杨双牛汇报工作。接着，大家献计献策，提出了好多救灾的措施和办法。

李保国从地上捡起一个空香烟盒，撕下一条，在背面写了一句话：需要果

树管理技术，我可以帮忙。李保国。并留下了他的家庭电话。接过李保国

递来的纸条，杨双牛一看，喜出望外，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

功夫。当时，岗底村有 2000 多亩苹果树，由于村民不懂管理技术，苹果

产量低，质量差，卖不上好价钱，守着摇钱树受穷。要是有了苹果专家帮忙，

群众致富就有了希望。

从此，一张小小的纸条把李保国和岗底村紧紧连在了一起。李保国

把行李搬到岗底村，一住就是 20 年。以后也就有了富岗苹果卖 100 元

一个，岗底村果农靠种苹果人均收入 3 万多元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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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评

李保国作为一个林业专家，看到山区疯长的果树不挂果，便自责：

“我来晚了！”这句话体现的是一个林业专家的责任担当。

山洪暴发，农田被毁，山场遭损，这看似跟他这个考察灾情的林业

专家没什么相干，他却从中看到自我的责任，难能可贵。

细品“我来晚了”四个字，再想想诸如“你们为什么不科学治山”“哪

有这样管树的”种种指责，两者相比，更显出揽责的分量；比起那些躲责、

推责、逃责来，更显出自赋责任的珍贵。

担　　当

1988 年，岗底村有五户村民分别承包了村里新栽的苹果园。他们勤浇

水，多施肥，苹果树一个劲儿地朝上蹿。到了第五年，苹果树长得枝繁叶茂，

好不喜人。俗话说，桃三杏四梨五年，苹果六年能成钱。可是到了第六个

年头，他们的苹果树光长枝条不结果，到了第七个年头，还是一群不下蛋

的“鸡”，可把这五个承包户急坏了。他们问村里的技术员，技术员也说

不清是啥原因。

正在他们上愁的时候，李保国来到了岗底村。他们听说李保国是种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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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树的专家，就立即把他请到果园里。李保国仔细查看了苹果树的长势，

又询问了管理情况，心里明白了，告诉他们说：“苹果树光长枝条不开花、

不结果，那是长‘疯’了，必须调整树势，促进成花结果。”他们问：“有

什么好法儿？”

李保国说：“有。只要给苹果树喷洒植物生长调节剂，就能控制苹果

树疯长。”有人问：“一棵树使多少？”李保国说：“使 5 克，千万别使多了，

多了有副作用。”

杨老汉是五个承包户之一，当他听说给苹果树喷喷药就能开花结果，

心里不大相信。但不相信也没有别的好法儿，只好试一试。把植物生长调

节剂买回来后，杨老汉把果园里的苹果树喷了一遍。

到了第二年，杨老汉发现苹果树新长的枝条明显短了，花也开了，果

也结了。但开的花都是一堆一堆的，结的苹果不仅个头小，而且果柄非常短，

吃起来口感也很差。杨老汉一下子蒙了。他立即去找那四户果农，想联合

起来找李保国理论理论。

当他来到其他四户的果园时，一下子愣住了。人家的苹果长得又大又

红，吃起来又脆又甜，这是咋回事？正当杨老汉纳闷儿的时候，技术员杨

双奎来到了果园。听了杨老汉的叙说，杨双奎问：“你喷的植物生长调节

剂是不是量大了？”杨老汉马上回答说：“不多，不多，按李老师讲的一

棵树 15 克。”杨双奎一听就知道杨老汉听错了。李老师说一棵树使 5 克，

他听成了 15 克。杨双奎说明情况后，杨老汉叹了一口气：“唉！都怨我

当时没有认真听李老师讲话，把使 5 克当成了 15 克。”

这件事成了笑话，很快就传到了李保国的耳朵里。李保国感到很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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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去找杨老汉道歉。有人说：“你有啥责任，都怨他不好好听你讲。”李

保国说：“话不能那么说，如果当时我说用 5 克，或者说使用 5 克，杨老

汉的损失就避免了。”

李保国来到杨老汉家，说明来意，并掏出一沓百元大钞，要赔偿损失。

杨老汉说什么也不接受，再三说都怨自己没有认真听李老师讲的用量，并

表示以后要跟李老师好好学习苹果树管理技术。

后来，李保国每次给果农讲苹果树管理技术时，杨老汉都提前到场，

认真听讲。在李保国的鼓励下，杨老汉还报考了果树栽培管理中专班，并

取得果树工证书，成了岗底村小有名气的技术能手，多次被富岗公司评为

优秀果农。

点　评

果农听错了植物生长调节剂使用剂量，结果使果树不但没有增产，反

而造成苹果歉收。尽管是农民错听，而不是李保国错教，李保国还是不停

地自责，登门道歉，掏钱要赔偿。

农民素质有高低，阅历不尽相同，知识也有局限性。面对众多农民，

大水漫灌式的传授技术，是必须的也是有效的，但总有人会听不懂、听不真、

不理解，在所难免。

“难免”不是挡箭牌，甘于“难免”，满足于“不可避免”，有的

农民就学不好技术。李保国克服“难免”力求“避免”，不让一个农民

在技术上掉队，这不仅是觉悟问题，也是责任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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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出高徒

李保国扎根太行山区科技扶贫 35 年，培养的徒弟成千上万，岗底村

的梁国军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梁国军是个“80 后”，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父亲要他复习一年再

考。梁国军对父亲说：“咱家有 4 亩多苹果园，听说县职业高中有个林果班，

我去报考吧，毕业回来后帮着你管理苹果。”父亲同意了。

1999 年 7 月，梁国军毕业后踌躇满志地回到了岗底村，想在苹果管理

上大显身手。没想到在苹果树修剪上和父亲发生了争执。梁国军说：“俺

老师讲了，苹果树修剪一般在春季和冬季进行，你怎么夏季也修剪？”父

亲说：“李保国老师在培训班上讲得清楚，苹果树一年四季都可修剪，人

家是大教授，还能错？”梁国军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这件事儿不知怎么让李保国知道了，就来家访。李保国问梁国军的父

亲：“孩子毕业回来了，有啥打算？”

国军的父亲叹了一口气说：“咱老百姓还能有啥打算，就跟着我管理

苹果园呗！”

“管理苹果园也要有技术呀！”李保国接着说，“咱们岗底村有这么

多苹果树，就因为管理技术跟不上，一年忙到头，挣不了多少钱，我想推

荐国军到河北农大进修，专门学习果树管理，你看行不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