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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婷 王琪）从10月中旬开始，丹凤县利用一
个月时间对全县 156个村（社区）的 502名致富带头人进行特
色产业技术发展专题培训，为农村致富带头人“充电”“补脑”，
为推广特色种植产业和促进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近年来，丹凤县以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民持续
增收、实现富民强县为目标，大力扶持发展食用菌、核桃、畜
禽三大特色农业。为推动特色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丹凤县深
入开展“农村致富带头人示范培训计划”，以“传帮带”为抓
手，先后邀请省市县学者、专家，就天麻、代料香菇、核桃种植
及市场分析等内容，开展了专项培训。

今年以来，丹凤县在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中，按照“南药材、北
菌菇、川林果、畜进壑”的布局，重点支持扩大三大特色农业产业
上规模、提效益，同步推进设施蔬菜、魔芋等产业发展，着力抓好
良种天麻示范园、食用菌产业园、核桃和肉鸡提质增效以及秦岭
艾都、葡萄产业园区等项目建设，促进种养业基地化、链条化发
展。目前，全县群众参与发展产业人数同比增长3.2%。

“这次培训非常及时，很有必要，听了很受用、很管用。
在家门口就能现场聆听这些高层次专家的专项授课，让我理
清了思路，学会了农业种植、养殖管理技术。”参加培训的龙
驹寨街办资峪沟村村民柯小英笑着说。

丹凤集中培训农村致富带头人

涓 涓 暖涓 涓 暖涓 涓 暖涓 涓 暖涓 涓 暖涓 涓 暖涓 涓 暖涓 涓 暖涓 涓 暖涓 涓 暖涓 涓 暖涓 涓 暖涓 涓 暖涓 涓 暖涓 涓 暖涓 涓 暖涓 涓 暖涓 涓 暖涓 涓 暖涓 涓 暖涓 涓 暖涓 涓 暖涓 涓 暖涓 涓 暖涓 涓 暖涓 涓 暖涓 涓 暖涓 涓 暖涓 涓 暖涓 涓 暖涓 涓 暖涓 涓 暖 流 润 民 心流 润 民 心流 润 民 心流 润 民 心流 润 民 心流 润 民 心流 润 民 心流 润 民 心流 润 民 心流 润 民 心流 润 民 心流 润 民 心流 润 民 心流 润 民 心流 润 民 心流 润 民 心流 润 民 心流 润 民 心流 润 民 心流 润 民 心流 润 民 心流 润 民 心流 润 民 心流 润 民 心流 润 民 心流 润 民 心流 润 民 心流 润 民 心流 润 民 心流 润 民 心流 润 民 心流 润 民 心
刘军民

近 30 年时间里，他扎根在基层，每天“零距离”和
村民接触，干着一件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却在村民的
眼里是天大的事。他用务实创新、热心助人书写着基
层干部与村民的深厚情谊，日积月累汇集成了一股股
涓涓暖流。

作为一名基层农技干部，他凭着一颗赤诚的心，在农
技推广服务的天地里，脚踏实地，躬耕沃土，用责任和担当
为乡亲们的家常小事奔波着。他就是洛南县四皓街办的
普通农技干部雷鸣。

做好小事纾民困做好小事纾民困

自幼生长在农村的雷鸣，目睹了农民生活的艰辛，也
深知农村的苦、农业的难和农民的累，更了解乡亲们欲摆
脱贫困的迫切心情。

常言道：打铁还需自身硬。雷鸣说：“农业技术是个实
打实的事情，容不得半点虚假。一项技术如果尚不成熟或
者不适宜本地的土壤和气候条件，贸然引进并加以推广，
一旦失败将会给农民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为了掌握先进的农业实用技术和农产品市场信息，雷
鸣每年都要自费订阅多种专业性报纸杂志，购买大量的农
业科技类书籍，工作之余潜心钻研学习，不断用新知识、新
技术充实提高专业素养。近年来，他还自费到河南西峡、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商州区等地参加食用菌栽培技术培
训和现场参观学习，开阔视野，丰富知识，尽可能多地掌握
一些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

农技干部发挥作用的主阵地在农村，服务的对象是农
民。一年春夏秋冬、一天从早到晚，雷鸣年复一年地奔波
在田间地头，脚踏实地干在农业生产一线，为乡亲脱贫致
富忙碌着。

连河村地域广，山大沟深，群众居住分散，但只要哪里
有食用菌栽培户，哪里肯定就有雷鸣忙碌的身影。发展食
用菌初期，为解决该村无相应生产机械设备的实际问题，
雷鸣主动拿出积攒的 1 万元帮助村上购回了粉碎机、柴油
机、装袋机和灭菌锅炉等一整套机械设备，及时解决了制
约村民发展食用菌而无设备的难题。

2017 年 8 月 23 日 9 时许，突然大风来袭，导致连河村
一户菇农的两个香菇大棚严重受损，棚内一片狼藉。看到
辛辛苦苦建起的大棚瞬间被大风摧毁，这位菇农难掩伤心
之痛，抱头号啕大哭。

雷鸣得知这一情况后，连忙赶到现场，迅速叫来 5 名
青壮劳力帮助该村民重新搭建香菇大棚，使其很快恢复了
正常生产。在雷鸣的热心帮助和精心指导下，这户菇农当
年栽培的 2万袋香菇收入了 5万多元。

连河村有一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家中 4 口人，家里一
直无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日子甚是艰难。雷鸣多次上门

做思想工作，动员其发展代料香菇，但该户村民经济拮据，
一时拿不出启动资金，雷鸣就干脆用自己的工资折作抵
押，帮其从信用社贷款 2 万元，解决了先期资金难题。在
生产环节，雷鸣不厌其烦地多次上门指导，面对面讲、手把
手教，使其家中至少有两个主要劳动力基本掌握了香菇的
栽培技术要领。如今，该户村民年均栽培代料香菇 7000
多袋，年收入稳定在 3.5 万元以上，不仅顺利地实现了脱
贫，还盖起了宽敞明亮的四间两层新楼房，从当初的贫困
户一下子步入了幸福的小康生活。

近年来，针对连河村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一家一
户因人手不足而难以发展食用菌产业的现实问题，雷鸣
经过认真思考，决定采取建立互助组、走抱团发展产业
的路子。他把这一想法向街办作了汇报，取得了领导的
认可和支持。他便同村干部一起逐家逐户做思想动员
工作，对有意愿的农户以 5 至 10 户组成一个互助组，在
食用菌生产的主要环节上，通过开展相互协作、实现合
作共赢，从而有效破解了因劳动力不足而难以发展产业
的难题。

目前，该村成立了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组建生产
互助组 4 个，涉及农户 30 多户，使村民通过抱团协作互助
共同发展产业，为有效扩大食用菌产业规模、促进群众持
续稳定增收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丝不苟显担当一丝不苟显担当

去年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雷鸣率先
深入村组和农户，大力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劝说群众非必
要不外出，居家做好个人防护，不串门、不聚集，保持个人
良好卫生习惯。

为了促进食用菌产业高效快速发展，雷鸣首先从抓
技术培训入手，在连河村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实行全覆
盖的技术培训。为了把每期培训、每次讲座办得深入浅
出、通俗易懂，让农民尽可能听得懂、记得住、受启发、有
收获，雷鸣经常起早贪黑，认真准备培训材料，精心制作
培训课件，经常到田间地头采集病虫害表本、拍摄相关
图片等用于讲解。

说得好不如干得好，群众满意才是对农技干部的最
高奖赏。雷鸣心里装着百姓，他默默用情用爱播撒着科
技兴农的种子，让更多的父老乡亲看到科技带来的收获

和希望。
食 用 菌 产 业 发 展

初期，雷鸣坚持做实做细
产前、产中、产后系列化服

务，常常早起晚归，深入农户
和生产一线，每个环节都认真

示范、精心指导，风雨无阻。
在雷鸣心里，从来没有节假日

的概念，一天到晚忙下来，累得他腰酸
背疼，甚至脚板打了血泡，肿胀疼痛，他仍

然咬牙坚持着。特别是到了香菇生产旺季，他
有时一个星期都睡不上一个囫囵觉。为了随时解决
菇农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他把个人电话作为食

用菌生产技术服务咨询热线予以公开，每天 24
小时保持畅通，方便农户随时联系，随时帮助

他们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难题。
去年 3 月中旬的一天，雷鸣正在吃

午饭，一菇农突然打来电话，说自家大
棚内出菇率很低，让他赶快去看看是
啥问题。雷鸣二话没说，立即放下手
中的饭碗，便急奔菇农的香菇大棚。
他对棚内的温度、料袋水分进行了
详细检测，经过认真分析后，确定是
因棚内温度过低所致。于是，他现
场指导村民对大棚采取加温措施，又

给每个料袋内补足水分。等忙完这
些后，已经是下午 5点多了。过了几天

后，这个菇农又给他打来电话，高兴地说
他家的香菇都出菇了，而且长势很好，在电

话里不停地表示感谢。当年，这户菇农的香
菇就收入了 3万多元。
2017 年 11 月中旬的一天，雷鸣年近八旬的

老母亲突然身患重病，急需住院治疗，而当时正值食
用菌产业发展的上升期，群众热情颇高，如果错过了这
个最好时期，将给后期大规模发展带来诸多困难和不利
影响。经过认真权衡后，他决定先把母亲送到县医院进
行治疗，这样可以做到两者兼顾，对工作不会造成太大
的影响，便把母亲送到县医院，但经大夫诊断后，认为病
情严重，建议立即转西安大医院治疗。面对这种情况，
他不由分说连夜就把母亲送到西安交大第二附属医院，
等办好入院手续后，就把照料母亲的事全部甩给了弟
弟，连夜晚又返回单位，第二天就到村上继续开展工作。

母亲住院长达 3 个多月的时间里，雷鸣匆匆忙忙去
西安看望了母亲 3 次，其余时间都在村上忙于食用菌生
产的技术指导。为此，他没少受家人的责备和亲戚朋友
的数落。

作为一名基层农技干部，雷鸣深知科研的重要性，他
的眼睛始终瞄准当下国内最前沿的食用菌科研成果，立足
当地实际，大胆引进新品种、新技术进行试验示范，特别是
在品种改良、病虫害防治、高产栽培技术研究等多方面进
行攻关，先后引进新品种 4个，开展项目研究 20多个。

为确保每个项目都能顺利成功，在每一个环节上，他
都亲力亲为，白天在大棚内亲自动手、细心操作、认真观
察、翔实记录，晚上对数据进行认真分析研究，查找相关资
料，请教教授或者专家，一项试验数据往往要反复进行十
几遍的分析、测算、比对。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来，在雷鸣的不懈努力下，终
于成功优选出了 4 个适宜本地发展的食用菌优良品种，还
向菌农普遍推广了生物防虫、以电（煤）代柴蒸汽锅炉灭菌

等多项新技术，先后入户培训菌农 400 多人次，创建食用
菌标准化示范点 8 个，从而大大提高了产业的科技含量，
为该村乃至全街办食用菌产业向规模化、科学化和高效化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连河村的食用菌产业代料栽培规模已达到 50
万袋，菇农年收入逾 140 万元，已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
的一项主导产业。

爱心善举传真情爱心善举传真情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雷鸣扎根基层、无私奉献，用实际
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今年 4 月份，在四皓街办全面实施农村环境卫生综合
整治期间，雷鸣所包抓的党沟村比较偏远，基础设施条件
相对较差。为改善提升村容村貌，村上准备在沿村委会附
近的路段制作一些小微景观美化环境，但却需要一定数量
的竹子。

雷鸣听说后，就对村上干部说竹子的问题由他负责解
决，让村干部集中精力抓好其他工作。说完，雷鸣自驾车
返回老家，从自家的竹园里砍了 200 多根竹子，又用了整
整 6 个小时，将竹子一根一根截成做景观所需要的长度，
然后捆了 6大捆，又一捆捆装上车，及时送到村上。

当村上干部提出要给雷鸣付钱时，却被他一口回绝。
雷鸣说：“这点微不足道的事情是我应该做的，若后面村上
还需要，我会继续从家里的竹园里再砍些送来。”

去年 5 月上旬的一天早上，雷鸣在去四皓街办领取文
件的路上，途经代塬社区广场时，发现广场石碑下的台阶
上躺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他便立即停车上前搀扶起老
人，这时才发现老人嘴唇干裂、目光呆滞，浑身不时地颤抖
着，就询问详情。

老人有气无力地说，他与家人发生了争吵，便赌气
离家出走，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听完老人的哭诉，雷
鸣迅速从广场对面的购物超市买来了面包、饼干和矿泉
水，待老人吃过之后，又小心地搀扶老人到车上，直接把
老人送到家。

见到老人的儿子后，雷鸣善意地批评其要尽孝道、
善待老人。看到父亲安全回来了，老人的儿子感动得热
泪盈眶，紧紧握住雷鸣的手连声道谢：“您真是个难遇的
大好人啊！”

连河村有一位 80 多岁的留守老人，其儿子儿媳常年
在外地打工，老人患有慢性病，行走不便，饮食起居也都很
困难。雷鸣了解后，便主动照顾老人，经常抽空看望老人，
帮老人打扫卫生、劈柴做饭、代购生活用品和所需药物。

雷鸣的善行义举令老人感动，逢人就夸：“雷鸣这娃心
肠好，待我比自己的儿子还亲昵！”

雷鸣雷鸣（（中中））培训村民培训村民

雷鸣雷鸣（（左左））帮村民采摘食用菌帮村民采摘食用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