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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头乌发时，

追随着前辈们的
脚步，孙建设曾马
不停蹄地行走在
太行山路上……

巍巍太行，莽莽群山。
这里既是革命时期护佑

太行军民的天然屏障，也是
脱贫攻坚战场上束缚老区脱
贫致富的现实障碍。让荒山野岭变
成金山银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更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为了打破重重大山的阻隔，为了
让太行人民尽快过上幸福的生活，各
级扶贫人迎难而上，砥砺前行，创造
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河北农业
大学就采取了实际行动，启动了

“太行山道路”——坚持服务地方经
济建设的办学方针，围绕全省特别
是太行山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
的关键问题，开展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进行成果转化、技术推广，
推动了山区农业科技进步和经济发
展。进入脱贫攻坚阶段以来，“太行
山道路”更是创建了新模式，走出
了新格局。正是在这条越走越新、
越走越宽的道路上，孙建设坚持苹
果产业的再发展、再壮大思路，与
太行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以自
己的一片赤诚，用自己毕生的所学
所知，让越来越多的贫困群众走上
了勤劳致富的康庄大道。

出生于河北深泽县枣营村的孙
建设，是熟悉农村，熟悉农民的。满
头乌发时，追随着前辈们的脚步，孙
建设曾马不停蹄地行走在太行山路
上……

几十年如一日，下乡，上山。当
年，由于通讯不发达，向农民传授果
树栽培技术，要逐个村子走，挨个果
园转，技术推广的效率很低。渐渐地，
孙建设意识到这么跑下去，并不能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新技术他们是讲
了，但落实下去很难，文化底子好、头
脑灵活的村民听了课，能将果树管理
好，而大多数村民由于文化底子薄、
理解能力弱，你讲你的，我做我的，到
了自家果园，依旧沿袭老传统、老做
法。

脱贫攻坚是一场必须打赢、必须
打好的硬仗，哪怕遇到再大的困难，
也决不能有丝毫的退缩。

孙建设开始寻求打破这种困局
的办法。

那年春天，保定市顺平县蒲上镇
苏家疃村的村干部找到了孙建设，想
请他到村里给乡亲们传授苹果种植
技术。

“我去没问题，”孙建设快人快语
地说，“但必须管事！”

“那当然，你全管！”村党支部书
记王成秀求贤若渴，立即答应。

孙建设笑了，“也不全管，只要该
我管的事，我说了算就行。”听了他的
话，村委几人也都憨厚地笑了。

平心而论，孙建设知道自己接
下的这个任务并不轻松，但他没法
拒绝。在太行山行走了多年，他结
识了很多大山中的农民朋友，从他
们那一张张古铜色的脸上，他读到
很多的无奈与渴望，他无法忍受那
些目光的注视，他要利用自己掌握
的知识，让一座座大山变成花果
山，让一个个山村变成幸福村，让
更多的太行老区百姓不再为贫穷所
困……说干就干，孙建设很快走马
上任，踏上了带领贫困群众依靠果
树种植勤劳致富的新征程。

只是他没料到，困难远比预想的
多得多。

想要做好一件事，没
有踏破铁鞋的劲头，是不
行的。种苹果脱贫攻坚更
是如此。

孙建设为人爽利，没有架子，村
民们都乐意与他打交道。他也将村里
当成了家。

最初，他觉得村里有苹果树种植
的历史，大家致富的想法也很强烈，
工作开展起来不会太难，但很快发现
并非如此。

人们习惯了墨守成规，习惯了眼
见为实，孙建设讲的那些新技术、新
理念，没法给果树带来立竿见影的效
果，果农们不敢轻易尝试。村里原有
的 400 亩果园，各家各户仍按照传统
做法进行管理，果树长得高又大，看
着很气势，却挂不了几个果子。

孙建设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像
林中的一只大喜鹊，频繁地出现在各
家果园里，从这一家飞到那一家，不
厌其烦地向群众传授果树栽培和管
理技术。然而，尽管他讲得口干舌燥，
额头冒汗，但依旧收效甚微。

想要做好一件事，没有踏破铁鞋
的劲头，是不行的。种苹果脱贫攻坚
更是如此。

这天，从保定市区回到村里的孙
建设，怀抱一摞牛皮纸封皮的笔记
本，一头闯进王成秀的屋，将本子

“砰”一声撂在他面前，满脸是汗地
说：“王哥，召集村干部开会。”

“这些本子，你掏钱买的？”王成
秀问。

“将大伙儿都召集过来，我有话
说。”孙建设“咕咚咕咚”喝了几口水。

“你买本子干啥？”王成秀追问。
“ 果树管理上，是不是我说了

算？”孙建设反问。
“当然。”王成秀说。
村里的大喇叭嗡嗡响过一阵后，

几名村干部很快聚到一起，孙建设直
奔主题。

“大家让我来村里，是对我的信
任，我不能辜负了各位，要想不辜负，
就必须有所得罪！”孙建设说，“咱村
一共400亩果园，从现在起分成8片，
诸位每人管 50 亩，我呢……”他一脸
严肃地望了望在座的村干部们，“我
负责督查，该讲的我讲，该示范的我
示范，但具体抓落实，就有劳大家
了，”他大声说道，“咱打开天窗说亮
话，若哪个人管不好自己那一片，我
可要给他开现场会的，让老百姓都参
加，到时候咱可就真下不来台了。”

众人不禁面面相觑。
“当然，若你这片管得好，果子长

得漂亮，我也带大家给你开现场会，
让诸位老哥好好露露脸！”

众人转而面露喜色。
孙建设开始分发笔记本。“请大家

记住啊，只要我来讲课，除非家里有老
人过世，或是自己生了病，否则必须到
场！”说到这里，他故意提高了嗓门：

“我所讲的关于果树管理的话，要认真
执行，不能‘贪污’，更不能‘浪费’！”

村干部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
掂了掂手中的笔记本，都嘿嘿地笑了。

村里人实在，但村里人更看重脸
面，尤其村干部，谁也不想在熟人面
前出洋相。打这以后，大伙听课认真
了，落实起来更有劲头了。

时光飞逝，到了苹果树全面挂果
的这一年，苏家疃村共收获了2万多公
斤个大味美的果子，总收入达10多万
元，而王成秀家的24棵果树，一下子就
卖果近万元。老百姓最讲实惠，村民们
学用技术的热情一下子高涨起来。

如今，苏家疃村早已成了远近闻
名的富裕村。

要想让太行山区的
父老乡亲们摆脱贫困，需
要下一番苦功夫，下一番
真功夫。

2018年的春天，顺平县顺农果品
现代农业园区内，阳光明媚，微风轻

拂，一行行矮砧密植的苹果树像排列
整齐的步兵方阵，在这大好时光里散
发出磅礴之气，正从大地与群山间汲
取养分，积聚力量，准备打一场脱贫
致富的攻坚战。

邢志刚是园区里的技术员，在这
样的氛围中，他的心情也像那金色的
阳光，是明朗的，是温暖的，还带着一
丝丝迷人的香甜。他的身边围绕着十
几个人，都像仰慕明星那样将目光投
在他身上，这让四十出头的邢志刚感
到很满足，很荣耀。

“这些枝条，妨碍光照，要剪掉。”
邢志刚抬起手中的修枝剪，“咔嚓”一
声将一条枝丫剪了下来。

邢志刚是山下北大悲村的村民，
以前只能靠外出打工维持生计，家里
的生活一直没有大的改善，园区建成
后，在村干部的鼓励下，他来到园区打
工，在孙建设手把手的指导下，成为园
区的技术骨干。邢志刚家里的 2 亩山
地流转给了园区，每年的流转金比自
己种传统作物的收益高得多，一年下
来还能从园区领到 4 万元的工资，小
日子比过去滋润太多了。每每想到这
些，邢志刚的喜悦就溢于言表。

“ 志刚，是把这些枝条剪下来
吗？”一旁，村民王明红笑着问。他比
邢志刚大了几岁，但很佩服邢志刚脑
子灵活、学技术快。

“没错！”邢志刚信心满满地说。
几位村民迅速行动起来，“咔嚓、

咔嚓”的声音像一首欢快的歌，在果树
间响起。正当人们享受着劳动的快乐
时，一个清脆却又明显愤怒的声音在
耳边响起，震得大家心中一跳，纷纷停
止了动作，像一尊尊雕塑戳在了林间。

“谁让你们这么剪的？”是孙建
设。平时和颜悦色的他，此刻像一头
愤怒的狮子，他几步来到邢志刚面
前，俯身从地上捡起一根被剪下的枝
条，惋惜地说：“昨天不是跟大家讲了
嘛，什么样的枝条可以剪，什么样的
不能剪，怎么还胡乱剪啊？”

“可是……”邢志刚闹了个脸红
脖子粗，嗫嚅着：“这些枝子挡了阳光
啊……”

“那也要分清主次嘛！”孙建设的
火气依旧，“这些都是花芽枝，花芽枝
啊！”仿佛剪刀是剪在自己身上，他满
脸的痛苦。

孙建设的心痛是有原因的，他希望
通过这个园区的快速发展，带动周边更
多的贫困群众摘下贫穷的帽子，让老百
姓的腰包真正鼓起来，在这莽莽苍苍的
群山之间，这些枝条上的花芽，就是秋
天的果实，就是人们的希望啊，他怎么
能不心痛呢？这个农业园区，来之不易，
其中几经曲折，几经磨砺，孙建设和他
的同事们，感受太深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重点
在农村。要想让太行山区的父老乡亲
们摆脱贫困，需要下一番苦功夫，下一
番真功夫。要推广一项产业模式，不是
想一想、动一动嘴皮子就能做成的。

中国的苹果产业要
想在脱贫攻坚中成为贫
困 群 众 的 致 富 果 、幸 福
果，就必须形成一套可复
制、可推广的高效模式，
让“高大上”的科研成果
接地气。

随着各贫困区县苹果种植面积

越来越大，竟然出现了果农们综合收
益不增反降的现象，这令孙建设等专
家们寝食难安。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一番深入调查后，孙建设和同事

们发现了丰产不丰收的根源——中
国的苹果产业，仍是劳动密集型的工
匠式农业，尽管栽培技术有了大的飞
跃，但没有紧贴市场种植的理念，没
有形成生产、加工、销售的完整链条，
导致“栽得越多，赔得越多”，形成了
一个怪圈。

问题找到了，该怎样解决呢？
带着疑问，孙建设踏上赴美交流

学习的行程。华盛顿州是世界级的苹
果出口基地，他要在这里找到适合中
国苹果产业发展的理念。在美期间，
凭借中国人永不服输的倔劲儿，凭借
中国专家海纳百川的胸怀，孙建设虚
心向美国同行取经，不断汲取他们的
成功经验，渐渐对现代苹果产业有了
较为明确的思路，想到国内广阔的消
费市场，他对中国苹果产业的未来充
满信心。

五年后，带着先进的理念和技
术，孙建设回到祖国，随即开始了半
年多的走访调研，双脚踏遍了全国 9
个省市的苹果主产区，将苹果产业的
瓶颈查找出来，并一一摆在众人面
前。随后，他又发出了“苹果栽培制度
变革”的倡导，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
适度规模经营的苹果省力化矮砧密
植高效栽培新模式。

孙建设更忙了。他的心中还有更
宏大的蓝图，需要用他的双手双脚，
用他的满腔热忱，用他的聪明才智将
其变成现实。

孙建设至今记得，那是一个细
雨霏霏的日子，他独自开车由保定
市区赶往太行深山。进山后，雨变
大了，密集地打在挡风玻璃上，发
出唰唰的声响，气势骇人。车内，
孙建设一边小心地握着方向盘，一
边思考着怎么说服今天要见面的
人。想着想着，脑海中突然浮现出
当年即将从美国返回国内时，朋友
迪克对他说的话，“你说你看好中国
苹果产业的发展，那么请问，如果我
去投资，收益率如何？比较效益如何？
资金安全怎么保障？”

当时，这三个问题将孙建设问得
一愣，他无法给出让对方满意，也让
自己满意的答案。那种被问住的滋
味，对于一个在苹果行业浸淫了半辈
子的农大教授而言，简直是沉重打
击！

这次，孙建设就是来解开这个心
结的。

中国的苹果产业要想做大做强，
真正在脱贫攻坚中成为贫困群众的
致富果、幸福果，就必须形成一套可
复制、可推广的高效模式，让“高大
上”的科研成果接地气，让不管是外
国还是外地的新技术适应本地水土，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产业富农。

那张宏大的蓝图在孙建设的脑
海中越发清晰。

在“太行山道路”的基础上，他与
同事们要建成一个以苹果产业为基
础的农业“驿站”，以点带面，以局部
带动整体，让所有贫困群众都看到希
望，在通往幸福生活的道路上全力奔
跑！

“我要建一个果园，一个大果园，
一个承载着百姓梦想与希望的超级

果园！”手握方向盘，孙建设情不自禁
喃喃自语。

“太行山道路”第一
驿站落户北大悲村，孙建
设心中的那个超级果园，
正以蓬勃之势在莽莽太
行持续蔓延、壮大。

在北大悲村的能人焦金同看来，
自己之所以将经商赚来的钱投到见
效慢、风险大的农业项目上，皆因这
位河北农大教授。孙建设要将苹果产
业做成农民增收致富法宝的坚定信
念打动了他、感染了他。生于斯长于
斯，焦金同也想为家乡早日旧貌换新
颜做些事。

那天，焦金同和几位村干部一
起，在半山腰等着孙建设来谈具体规
划，天上的雨越下越大，他很担心孙
建设能不能如约而至。脚下的这座大
山，连条像样的盘山路都没有，人们
上山下山走的都是“放羊道”。前不久
在保定市区见到孙建设时，焦金同觉
得他是个很时髦、很注意形象的人，
这样的一位知识分子，在这个又是
风、又是雨，道路泥泞不堪的日子，能
不能从山下爬上来？

几个人商量着下山去接一接孙
教授。此时，远远的，隔着细密的雨
丝，一个人影出现在了羊肠小道上。

很快，孙建设来到众人面前。
只见他满脸雨水，裤腿上、鞋子上
满是泥巴，大概是滑过一跤，衣服
后面也都是泥，还有几片碎草叶粘
在上面，整个人看上去比农民还像
农民。不知为何，看到孙建设这副
模样，缠绕在焦金同心中的那些顾
虑，瞬间就消失在了清凉的雨丝
中。不久之后，“太行山道路”第一
驿站落户北大悲村，孙建设和他的
团队，开启了苹果产业深化拓展的
新模式。

进入 2019 年，保定市已创建 50
个太行农业创新驿站，其中20多个设
在贫困区县，覆盖面积8.6万亩，带动
7 万多农户增收，项目区内建档立卡
贫困户70%以上受益。

2019 年盛夏时节，河北省委、省
政府组织全省400多名干部来到了保
定，在这里召开了科技扶贫现场会。
在此期间，大家参观了多个太行农业
创新驿站，认为这是脱贫攻坚工作的
又一有力抓手。省委、省政府对驿站
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要求抓住驿
站创建这一契机，围绕产业扶贫中心
工作，培育壮大富民产业，完成 80 个
驿站创建，2020年再增加200个，实现
创新驿站全省覆盖。

驿站的发展历程，彰显了这一新
生事物的勃勃生机！

驿站的成功创建，搭建了一个科
技创新的平台，让专家们下得去、待
得住、干得实，实现了他们“为政府分
忧、为农业解难、使产业兴旺、让农民
增收”的愿望。

孙建设心中的那个超级果园，正
以蓬勃之势在莽莽太行持续蔓延、壮
大。

当这一年果树上挂满红艳艳的
果子时，孙建设等人在第一驿站和
技术骨干们搞了次野餐，地点就在
驿站外的空地上。太阳被西方的群
山埋了半张脸，整个园区笼罩在一
片余晖中，望着枝头上一个个娇艳
欲滴的苹果，孙建设的心情格外激
动，他端起酒杯，首先来到了技术员
邢志刚身边。

“志刚，我敬你杯酒。”孙建设一
脸真挚。

“孙教授，该我敬您才是。”邢志
刚急忙站起身。

“你们比我辛苦，若是没有你们
这些基层技术人员帮着推广，啥技术
也推广不开。”孙建设一饮而尽。

这一夜，在驿站的宿舍里，孙
建设睡得很香，他又做了那个经常
会做的梦。梦中，他和同行们齐聚
由他召集成立的“苹果俱乐部”，端
着苹果酿成的晶莹剔透的白兰地，
在清脆的碰杯声中传递着孙建设的
心声：我要将苹果产业做成农民增
收致富的法宝……

（本文图片均由孙建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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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攻坚（报告文学） □尚 未

好趁春光达愿景；
当随时代铸风流。

千里江山开画卷；
九州锦绣荡春风。

日丽中天民共享；
春荣大地梦同圆。

平安共享春铺路；
富裕同臻党导航。

细雨无声泽大地；
和风有意暖人心。

碧水青山堪入画；
和邻睦友好吟诗。

燕赵欣描新梦想；
雄安再绘好前程。

春风总伴新风至；
画景常随好景来。

新春更振凌云笔；
大业频添逐梦人。

政策感人添干劲；
春风惠我壮精神。

九域迎春开泰日；
八方贺岁祈福星。

千山叠翠太行美；
四海飘红渤海春。

青山拜寿阳春美，
绿水送福好运长。

喜鹊枝头啼鼠岁；
红梅雪里点春光。

大有年头长报捷；
复兴路上自当先。

春色濡毫描盛世；
初心砺志谱华章。

长城壮美雄安景；
渤海清新燕赵春。

早趁春风酬鹄志；
更凭顺水启新航。

春来燕赵春光满；
福到雄安福气浓。

寒梅共赏迎春至；
灵鼠相期送福来。

九州筑梦初心鉴；
七秩迎春使命担。

燕赵振兴春揭幕；
雄安奋进福登台。

快递包中装彩梦；
互联网上载春风。

攻堡垒当施全力；
奔小康不落一人。

和风款款拂新绿；
丽日融融暖大畴。

万里云程鹏翅展；
一屏春色鼠标开。

滹水春风舒翠柳；
燕山瑞气绽红梅。
（由河北省楹联协会提供）

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时刻。以创新驿站模式助力太行山区脱贫攻坚而闻名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孙建设，春节前又开
始谋划春天里的甜蜜事业了，苹果产业在新的一年燃起新希望。

千里太行，山道崎岖，白雪茫茫。但是在孙建设心里，太行之春马上就要到来，那一簇、两簇、三四簇……亿万簇苹果
花氤氲成云，幽香四溢。在这壮美的花海中，孙建设仿佛端坐在云海之间，惬意地巡视漫山遍野的苹果树，那幸福的感觉
令他如痴如醉。

孙建设知道，太行山贫困山区的群众正在摘掉贫穷的帽子，他们淳朴的脸上绽开的笑容如糖、似蜜，散发着醉人的甜
香——那就是富裕幸福的味道。

二
三

四

一

孙建设在实验室观察苹果无病毒苗
木组织培养情况

孙建设为来基地考察的农大教师现场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