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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蜜哥和他的证书
本报记者 裴兴斌 李依涵

“姚蜜哥，你的获奖证书到

了！”12 月 16 日，当姚林东从

驻村第一书记董超手里接过鲜红

的证书时，幸福地笑了。他打开证

书，认真地读着 ：“在 2022 年‘大

国农匠’全国农民技能大赛中荣

获种养能手类三等奖……”

8年前还是村上的贫困户，从

率先脱贫到带头成立合作社，再

到当选县市人大代表、斩获全国

大奖，山区农民“姚蜜哥”不知不

觉竟有了二十多本证书。鲜红的

封面，烫金的大字，每一本都很珍

贵，也记录了这些年发生的许多

变化。

商标证书
告别苦日子，迎来甜日子

52 岁的姚林东，是麟游县常

丰镇佛堂寺村村民。因养殖中蜂

并注册了“姚蜜哥”商标，好多人

称他为姚蜜哥。

8 年前，和其他村民一样，姚

林东和妻子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

在 10 亩农田上。但整个村子被掩

映在渭北旱塬丘陵沟壑的褶皱

里，即便汗水摔八瓣，日子依旧难

有起色。

其实，初中文化程度的姚林

东，脑子还算活泛。年轻时，他跟

着父亲养意蜂（意大利蜜蜂），坐

着马车往甘肃、新疆、内蒙古等地

赶花期、找蜜源；乡镇企业红火

的那些年，他和父亲还在村里办

了砖厂，但都以失败告终。特别是

砖厂倒闭后，欠了银行一屁股债，

好多年都没缓过劲。再后来，女儿

去县城上了技校，儿子到镇上读

了高中，家庭开支年年见涨……

2014 年 12 月，姚林东家被定为贫

困户。

“在我最低迷的时候，县委统

战部派来的帮扶干部对我说，佛

堂寺村山大沟深，搞传统种植是

劣势，但发展中蜂养殖是优势。这

里山花多、蜜源好，村民也有零星

养土蜂的习惯。让我带个头，给村

民做示范。”姚林东说。

“农民自个家的事，政府却帮

了那么多！”姚林东清楚地记得，

贫困户每养一箱中蜂，县上补助

200 元。2016 年 3 月，姚林东动

员5户贫困户去西安购置了蜂箱，

县教师进修学校又给每户贫困户

赠送了 5 套双层高箱。中蜂养殖

场就建在砖厂旧址。到年底，100

多箱中蜂收入 3.6 万元，姚林东

高标准过了脱贫线，与他一起养

蜂的5户贫困户也全部脱贫摘帽。

到 2017 年，姚林东的中蜂养殖规

模已经扩展到 400 多箱，前后享

受到 15 万元补助资金。

中蜂养殖产业在各方助力下

越做越大。2019 年 6 月 14 日，

姚林东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

的“姚蜜哥”商标注册证书，十多

种蜂产品有了“市场通行证”。那

晚，他特意和年迈的父亲小酌了

几杯。父亲说：“你赶上了好时代，

把蜂养成了，致富路上要记得和

大家一起走！”

独行快，众行远。早在 2016

年，姚林东就带头成立了“十户一

体”中蜂养殖产业脱贫互助组，不

久又成立了林东中蜂养殖专业

合作社。到目前，全村共养殖中蜂

6000多箱，发展200箱以上的标准

化规模养殖场 12个，年产蜂蜜 30

多吨。参与中蜂养殖的 46户贫困

户，大部分在 2017 年就先于其他

贫困户脱了贫。今年，村上争取乡

村振兴省级农业产业专项资金，投

资280多万元建起中蜂产业园，建

成加工、灌装、检验等生产线，全村

蜂蜜不但实现了加工增值，还让村

集体经济增收6万余元。

职业证书
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转型

“这三本证书来之不易，很有

意义！”抚摸着新型职业农民系

列证书，姚林东有些感慨。

中蜂是中华蜜蜂的简称，当

地人称土蜂。很早以前，佛堂寺村

村民就有养土蜂的习惯。说是养，

也就是在崖边凿几孔一尺见方的

土窑，再搭几块木板而已。不改

良、不育王、不分群，一切顺其自

然，一年到头摇不下几斤蜜。佛堂

寺村中蜂养殖产业起步时，姚林

东等蜂农们也就这点技术底子。

2016 年 7 月，麟游县农业宣

传信息培训中心职业农民中蜂养

殖班招生，姚林东报了名。授课老

师是杨凌职业技术学院研究员、

陕西省蜂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

黎九洲。“说实话，一开始我是冲

着那张证书去的，因为可以享受

更多优惠政策。但是，听着听着我

就着迷了。”姚林东说。

好端端的，蜜蜂莫名其妙跑

光了，原来中蜂喜欢安静，蜂箱要

远离公路，置于避风向阳的地方；

成群的蜜蜂突然黏成一团，不多

久全死了，原来是得了囊状幼虫

病；蜂农散养的中蜂，产蜜量不及

专业养蜂的三分之一，原因是不

懂得培育强群；每年花期到来前

50 天，要及时培育适龄采集蜂，

10 月左右则要培育适龄越冬蜂；

和蜂王在空中完成交配任务后，

要及时杀死雄峰……

“没想到蜜蜂有这么多生理

习性、养蜂有这么多门道！”从那

以后，姚林东认真听讲、细心领

会，200 多个课时他一堂没落下。

听说福建农林大学蜂学学院教授

周冰峰来宝鸡办讲座，他撂下饭

碗就往市畜牧兽医中心赶。2017

年至 2021 年，姚林东相继取得新

型职业农民初级、中级证书和新

型高级职业农民证书。

学以致用。姚林东逐步掌握

了人工分蜂、育王、插脾、摇蜜、

疾病预防和救治等养蜂技能，成

为蜂农信任和依赖的技术能手。

2020 年 7 月，姚林东被陕西省农

业农村厅聘为蜂业产业技术体系

岗位专家。在技术钻研和养殖经

验积累中，姚林东摸索出一套独

特的中蜂育王技术。经他培育的

蜂王，能快速繁育蜂群，增强抗病

能力，提高蜂蜜产量和品质。凭借

这项“绝活”，姚林东斩获了全国

大奖。

从传统农民到新型职业农

民、从技术能手到岗位专家，姚林

东的人生如台阶式跃升，家庭收

入已连续多年保持在 15 万元以

上。“以前穷，总以为是佛堂寺的

山太高、路太远。现在终于掂出

‘知识改变命运、技能成就梦想’

这些话的分量了。”姚林东说。

荣誉证书

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他不断向前走

中蜂养殖产业获得成功，受

益的不仅仅是佛堂寺村的蜂农。

早在 2017 年，县上就总结佛堂寺

村的经验，把中蜂养殖作为一项

优势脱贫产业，出台更多优惠政

策在全县推广。那一年，姚林东先

后当选麟游县第十七届人大代

表、宝鸡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积

极为标准化示范场建设建言献

策、为中蜂养殖技术普及四处奔

走。从那时起，各种荣誉接踵而

至：脱贫攻坚工作致富标兵、养蜂

脱贫状元、养蜂技术能手、十佳农

村实用人才、优秀职业农民、最美

人大代表……  

“成为高素质农民后，使我

更有能力去帮助他人、为社会做

更多事。这些荣誉，是宝贵的精

神财富，激励我不断向前走！”

姚林东说。

从物质上脱贫到精神上丰

实，再到用实际行动去感恩时代、

回报社会，是众多高素质农民的

真实写照。

从 2013 年被列为国家职业

农民培育（2020 年更名为高素质

农民培育）项目工程试点市起，我

市就持续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培

养了大批有知识、懂技术、善经营、

会管理的农村技能型人才。截至目

前，全市共培育高素质农民 21325

名，认定职业农民 17907 名。

这些高素质农民，大部分成

为掌握一项技能、做强一个产业、

带富一方百姓的典型，在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高质量

发展中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他

们中，有把家乡打造成陕西省“一

村一品”生猪养殖示范村的党的

二十大代表、全国十佳农民张凌

云，有创办猕猴桃专业合作社和

电子商务公司、脱贫先进事迹入

围第四批全国创新创业优秀带头

人典型案例的肖倩，有辞去公务

员职务回家乡种植大樱桃、带领

乡亲们走上共同致富之路的陕西

省现代樱桃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

家张春……

“这么多的榜样，不断滋养着

我的精神世界。我现在最大的心

愿，就是带头把佛堂寺村的中蜂

养殖规模持续做大、把产业链不

断做强，助力全县中蜂养殖产业

快速发展。”姚林东说。

冬日温暖的阳光里，几只

蜜蜂凌空飞舞，划出优美的弧

线。姚林东收起证书，和董超一

起向崭新的中蜂产业园走去。

按计划，春节前村上要借姚林

东的名气和影响，通过直播带

货持续加大线上销售力度，让

佛堂寺村的“蜜泉”品牌飞出大

山、走向全国。

从债务缠身、因学致贫，
到凭技能率先脱贫，再到当
选人大代表、斩获全国大奖，
一个普通的山区农民，短短
几年实现了人生逆转，并获
得大大小小二十多本证书。
证书虽小，意义重大。它从多
个维度见证了全面打赢脱贫
攻坚战、启动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给农村农民带来的巨大
变化，印证了人才振兴在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的关键
作用。

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
有全国人民的小康 ；没有农
民的富裕，就没有全国人民
的共同富裕。无论脱贫攻坚
还是乡村振兴，农民始终是
主体。要想让农民从根本上
脱贫、不再返贫，稳稳走上
长久的小康之路、富裕之路，
不但要给予“鱼”更要授予

“渔”。无疑，高素质农民培
育，就是激发内生动力、助推
农民转型，达到“培育一个农
民、掌握一项技能、做强一个
产业、带富一方百姓”效果最
给力的“渔”。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动
乡 村 产 业、人 才、文 化、生
态、组织振兴。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要推动乡村人才振
兴，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强
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明年是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不但需要高层次的科技人才、管理
人才，更要培育乡村田秀才、土专家、种
植高手、养殖能人等工匠型人才。通过大
力培育高素质农民，让更多“姚蜜哥”式
的“庄稼汉”成为懂生产技术、有管理经
验、熟悉市场的新型农民，为乡村振兴事
业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乡村振兴进行时

姚林东（右）和驻村第一书记董超一起欣赏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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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10 年前，也是寒冬时节，刚刚

就任总书记不久的习近平，顶风

踏雪来到太行山深处的阜平“看

真贫”，发出脱贫攻坚动员令。

两度踏雪，一路为民。

泸定桥上的冲锋，是为了“穷

人的天下”；烈士的慨然就义，是

为了建立“富裕将代替了贫穷，

康健将代替了疾病”的理想国

度……百余年来，共产党人一切

“无我”的奋斗与牺牲，都是为了

人民的福祉。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 年 11

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伊始，

以这样一番真诚、质朴的话语，为

新时代“答卷”起笔。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

盼，我必行之。

十年间，习近平总书记一次

次深入基层访贫问苦，察民情、听

民声、纳民意，只为“让人民的生

活一天天好起来，一年比一年过

得好”。

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

深情告白——“我愿意做到一个

‘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

献自己。”

不顾病痛缠身、照亮山区女

孩求学之路的张桂梅，拖着“渐冻

之躯”、与疫魔斗争的“人民英雄”

张定宇，正值青春年华、将生命定

格在扶贫路上的驻村第一书记黄

文秀……

一位位“无我”者的九死不

悔，成就“国之大者”的精彩答卷。

人均预期寿命增长到78.2岁；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6500 元

增加到 35100 元；城镇新增就业

年均 1300 万人以上；建成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

系、医疗卫生体系，教育普及水平

实现历史性跨越，基本养老保险覆

盖 10.4 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率稳定在 95%……党的二十大报

告列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

党心与民心相通、国策与民

意共鸣。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连

续 10 年在中国开展的民调结果

显示，中国民众对政府满意度连

年保持在 90% 以上。

“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为

人民幸福而奋斗。”这是一个百年

大党披荆斩棘的力量源泉，是一代

代共产党人砥柱中流的信念之基。

无我，是力量源泉
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革

命圣地延安，见证一个政党从弱

小走向强大，从九死一生走向蓬

勃兴盛。许多人到访这片热土，

探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

密码。

答案就如这黄土地一般朴

实——

曾经，《红星照耀中国》的作

者埃德加·斯诺感慨：中国共产

党总能从大多数人民群众中汲取

力量。

今天，走过百年辉煌、执政 14

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最大政党，

对此坚定如昔——“前进道路上，

无论是风高浪急还是惊涛骇浪，

人民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依托、

最强大的底气。”

无我，凝聚磅礴的向心力。

一个 14 岁的女孩，会有多大

的力量？

1949 年 4 月 20 日夜，渡江战

役打响。国民党军队万万没想到，

2 万多名船工冒死运送解放军过

江。年龄最小的船工便是 14 岁的

马毛姐。

历 史 清 晰 地 记 录 这 种 力

量——千钧一发之际，正是无数

“马毛姐”的选择扭转乾坤。

庚子之年，当疫情突然袭来，

亿万民众自觉居家防控，无数社

区工作者日夜值守，广大科研人

员奋力攻关，千千万万志愿者默

默奉献……“战胜这次疫情，给

我们力量和信心的是中国人民。”

淮海战役胜利是靠老百姓用

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胜利是

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是靠人民

群众用双手创造出来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郑重宣示：“新时代的伟

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

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无我，催生无限的创造力。

4 月 15 日至 5 月 16 日，党的

二十大相关工作网络征求意见活

动开展。

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将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相关工作面

向全党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

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下，活动期间

共收集各类意见建议留言超过

854.2 万条、2.9 亿字。

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

期率？毛泽东同志曾在延安的窑

洞里给出一个答案，这就是让人

民监督政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

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给出了第二

个答案，这就是党的自我革命。

两个跨越时空的答案，道出

了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秘诀

所在——

因为“没有自己特殊的利

益”，所以愿意开诚布公，接受人

民监督 ；因为“没有自己特殊的

利益”，所以才有勇气和底气，敢

于刀刃向内、自我革命。

“一路走来，我们紧紧依靠人

民交出了一份又一份载入史册的

答卷。面向未来，我们仍然要依靠

人民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新征程上，始终与人民风雨

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始终想人

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中国共

产党人必将书写新的辉煌。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1 日电）

凤翔区东白村一果农
试种黑番茄成功挂果

本报讯 你见过像葡萄一样紫黑发亮的

番茄吗？最近，在凤翔区横水镇东白村翟小

娟果蔬基地，首次试种的黑番茄顺利挂果，一

串串紫黑发亮的黑番茄犹如“黑宝石”，吸引

人们的目光。

据了解，黑番茄表面呈紫黑色，其茄红素

和维生素C及抗氧化剂的含量均高于普通番

茄,并且容易被人体吸收，经常食用黑番茄有

增强人体免疫力等功效。近年来，翟小娟一直大

量种植普通西红柿品种，今年10月，她在杨凌

考察时发现了“黑番茄”，了解到这个品种不光

是蔬菜还是时髦的水果，销量还好，当下就有了

带回家乡进行试种的想法。随后，翟小娟将买回

的100株黑番茄苗栽种在大棚内，根据番茄喜

温暖湿润、不耐霜冻、短日照等特性，悉心照料。

功夫不负有心人，首次试种的黑番茄经过70多

天精心培育顺利挂果（见上图）。“今年只是试

种，目前效果不错，我们还要观察它的抗逆性和

适应性，明年2月份采摘后，如果市场前景好会

考虑大面积种植。”翟小娟高兴地说。  （田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