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一刀”的 乡村振兴梦
本报记者 孙海涛

陈仓区“80 后”青年刘小刚 ：

辞职回村创新业
本报记者 卢志平

放着年薪 20 多万元的公司

驻外销售部门负责人不干，却

辞职回到陈仓区小山村任村党

总支副书记。这个人叫刘小刚，

一个“80 后”，他的做法让众多

村民不理解。近日，记者来到陈

仓区县功镇陈家庄村探访他的

故事。

“我没有别的想法，只想趁

年轻，能带着村民干点实事。”

这是记者见到刘小刚时他说

的第一句话。刘小刚生于 1988

年，是陈家庄村人，大学文化，

200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刘小刚进入宝鸡市区一家国有

大型企业，从一名普通的车间

调试工干起，由于业绩突出，

2012 年被选中成为公司驻外地

销售部门负责人，2016 年担

任主任，年薪 20 多万元。在北

京工作期间，刘小刚与国内众

多企业开展业务，学习并积累

了大量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知

识和人脉。有一年，刘小刚回到

家乡陈家庄村，发现不少村民

生活还比较困难，村里没有很

好的主导产业，可村子的花椒、

蜂蜜等农特产品质量好，成片

的花海在宝鸡地区很有名，闲

置的村小学院子能做厂房办企

业。于是，他认真思考后，2020

年底辞去了企业的工作，毅然

回村创业。

今年 1 月，经陈家庄村党

组织推荐，上级组织考察，刘小

刚被选举为村党总支副书记。

刘小刚走马上任，就向有关部

门申请项目资金，在项目得到

批准后，立即带领村民开始筹

办服装厂。村小学院子一直闲

置着，一幢高三层的教学楼也

没有租赁出去，刘小刚就带人

清理院子杂草，平整场地，粉刷

楼道，将教学楼改建成服装厂

车间。刘小刚告诉记者，只要项

目资金一到位，厂里就可以购

买机器、招聘工人、组建生产队

伍，服装厂就能投入生产了。

对于刘小刚辞职回村的做

法，许多村民包括刘小刚的亲

友都不理解，可刘小刚有自己

的主见。“在村上干，我不是为

了挣钱，副书记的月工资还不

及在北京月工资的零头。我现

在还年轻，以后还有更多的挣

钱机会，我只想带领村民办厂

致富，在村里干一番事业。”刘

小刚坚定地说。

太白县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赵志国 ：

农民朋友的贴心人
本报记者 孙海

“盼老赵，盼老赵，老赵

一来没难题。”村民口中的老

赵，全名叫赵志国，是太白县

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高级

农艺师。赵志国扎根基层、一

心为民，帮助群众解决蔬菜

生产中的技术难题，是农民

朋友的贴心人。

3 月 16 日，记者在咀头

镇方才关村蔬菜大棚见到

了老赵。这些天，赵志国一

直在田间地头忙着指导蔬

菜种植。“为农民服务，就是

要主动，农民的需要，就是

我的职责。农民还没有想到

的，我就要想到。”赵志国如

是说。赵志国从事农技推广

服务工作 34 年来，和其他

农技人员一起先后从国内

外引进蔬菜品种 70 个，试

验筛选出适合太白地区栽

培的 23 大类 90 多个名优

特新品种，形成了早中晚搭

配、名优特突出的蔬菜品种

体系，推广了穴盘育苗、机耕

深翻、等距密植、测土配方施

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 7 大

类 22 项先进实用新技术，让

太白蔬菜长期稳定在 10 万

亩以上，形成了高山冷凉生

态环境下绿色蔬菜生产技术

体系，培育出国家和省级认

证的绿色蔬菜、有机蔬菜基

地及产品，促进了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转型升级增

效、农民增收。太白县先后获

得了绿色蔬菜生产十强示范

县等多项殊荣。赵志国也多

次获得省政府、市政府的表

彰奖励。

宝鸡市马头滩林业局设计队队长姚军善 ：

“我是大山的儿子”
本报记者 王玲

“我这一辈子都献给大山

了，我是大山的儿子。”48 岁

的姚军善说。

工作 28 年，他先后辗转

岭南林场、沙坝林场和神沙河

林场，长期奋战在条件艰苦的

林区。参加工作时，姚军善刚

满 20 岁，在老职工不信任的

目光中担任了采伐施工队的

技术总负责。他每天与采伐工

吃住在一起，经常好几个月也

回不了一次家。

秦岭林区山大沟深，姚军

善靠着一双腿，每月坚持巡査

护林二十天以上，跑遍了马头

滩林业局 3 个林场的沟沟壑

壑，对林区的地形地貌、森林

资源等了如指掌。林区生活单

调, 条件艰苦，护林难度大，

特别是冬季大雪封山，道路不

通，人员变动，他总是申请到

最艰苦、最偏僻的护林点去。

每年春节、清明等节日，为防

止发生火灾，他提前将坟头上

的杂草清理干净，守在坟地，

直到上坟人离开。这样的工

作，他坚持了 17 年，除夕夜也

不例外。

姚军善参加了国家一类

和二类林业资源清查工作。白

天他和同志们一起上山搞调

查，晚上其他同志已休息，他

还在加班整理调查资料。对村

民进山挖药、砍柴等违规现

象，他碰到就严肃批评。

这些年，他获得了很多荣

誉。姚军善说 ：“这是大山对

我的馈赠，我也将用我的生命

来守护大山，守护我们的绿色

家园！”

宝鸡市爱国奋斗人才标兵

早春时节，千阳县一望

无际的矮砧苹果园中，星星

点点的苞芽在枝杈间探头

探脑，几场春雨后，就能变

成一片花海。

惊蛰那天，东方刚露出

鱼肚白的时候，千阳县南寨

镇三合村 63岁的赵可行带

着自己的“兵马”，在一家农

业公司车间内摆开了阵势。

小山似的树苗前，80 多名

嫁接工在后“压阵”，赵可行

率先“出阵”：二指宽的嫁接

刀，“唰”地一个斜削，茬口

位置精确，鲜亮平整；“咔” 

的一声，茬口与接穗精准咬

合，严丝合缝；“嚓”地扯过

自粘膜，风车般缠绕几圈，

接头处“包扎”完毕……不

过十几秒，一棵嫁接完毕的

矮砧苹果嫁接苗就此拥有

了“新生”。客商代表竖起大

拇指：“稳、准、快，不愧是

‘赵一刀’。”

300 余万棵嫁接苗订

单，老赵的队伍要在今春全

部拿下。很少有人知道，就

在八九年前，这“赵一刀”还

负债累累。他凭啥能杀个

“回马刀”？老赵满是老茧

的手理一理断枝，说出了一

句时髦话：“乡村要振兴，

我也得‘振一振’哩！”

逼出来的 振作
“先看粮，再看房，家里

有没有读书郎……”按照这

个标准，八九年前的赵可行

哪一样也没躲过去。

看粮食，家里只有 10

亩苹果园，一亩粮田也没有；

看房子，一溜“三十年”高龄

的土坯房，土墙老瓦青苔斑

驳，屋墙缝隙招风透光；看

“读书郎”，家里一子二女中，

两个孩子很争气，先后考入

大学，但每年开学时，学费都

压得老赵喘不过气来，只能

靠贷款，甚至借遍亲朋。

再看家里，老伴宋富霞

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

重活干不了，二女儿更是让

老赵心都在滴血。儿时的一

场高烧，夺去了孩子的语言

能力，生活也不能自理。求

医问药了多少年，钱花了没

数，却不见啥效果。每当老

赵忙完地里的活儿回家，才

刚进院门，二女儿就会咿咿

呀呀的又叫又笑，多少次，

老赵背着家人老泪纵横。

村里人替老赵算了一

笔账：看家底，拆房卖梁卖

不下几个钱；靠打工，一老

一小把老赵“拴”得牢牢的；

论土地，几亩老苹果园，能

弄出几个钱来……

老苹果园里，都是十

几年“秦冠”老树。老赵发狠

了，在地里一个汗珠摔八瓣

干起来，饿了，啃几口馍馍，

累了，靠一棵老树歇歇，铁

锨磨破手掌，拿块破布缠

缠。他不能歇息片刻，更不

能倒下。

那年金秋九月，“秦冠”

苹果挂满枝头时，果价却

和老赵开了一个天大的玩

笑——1公斤苹果 4毛钱，

爱卖不卖。老赵慌了神，但

总不能看着果子烂在地里，

一咬牙还是卖了。算算账，

除去化肥农药钱，连一家人

的口粮钱都不够。

“再不能这样了”，老

赵静下心来思量。他觉得，

自家要“振兴”，苦干是一回

事，还得看准市场，用活技

术去“巧干”。

老赵看准了红富士

苹果的市场行情，为了省

钱，他买来筷子粗的树苗

摸索着嫁接，在他心里，

苗子就是他的命根子，也

是他的摇钱树，他要把果

园当成儿孙养，当成印钞

机管。

树苗一杆子高的时

候，老赵挥起斧头，砍倒了

那片老苹果园，心里较着

劲：“我就不信把这家‘振’

不起来！”

学出来的 振兴
新的红富士苗子一天

天长起来了，眼看着亲手嫁

接的这些苗子先成“木”，后

成“林”，老赵的心一天比一

天振奋。

自己嫁接栽种，这让老

赵成了乡亲们眼中的能人。

秋收季节，红通通的红富士

苹果压弯了枝头，客商在地

头给出了每公斤5元以上的

高价，老赵心里美啊，接过厚

厚一叠人民币，数得哗哗直

响，不过一两年光景，就还清

了所有外债。

2015 年，千阳“苹果强

县”建设开始加速，老赵又

敏锐地看到了商机。然而，

老赵清楚自己的斤两，他知

道，要想把握这难得的商

机，必须先“充电”。

第一次走进县农业

部门组织的苹果嫁接培训

班，老赵还是有些“心虚”。

他拿出特意到文具店买来

的硬皮笔记本，规规矩矩

坐在台下，虔诚得像个刚

入学的小学生。

讲台之上，苹果专家

讲得透彻，老赵记得起劲。

虽然字迹并不工整，甚至有

些歪歪扭扭，但他却异常认

真，把笔记本记得满满当

当。多年来，一些百思不得

其解的难题也随之触及、理

解、破除。

尤其是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李丙智教授在讲解“离

体嫁接”时，老赵心头一震，

这是一项他这种“泥腿子”

从未接触过的嫁接新学问。

为此，他三番五次当面请

教，一次又一次动手操作，

直到把这项技术烂熟于胸。

手艺越来越精，老赵却

并不满足，他甚至专程到外

地参加高规格讲座班。一个

星期的时间里，美国康奈尔

大学的专家成了老赵的跨

国“老师”，老赵也把自己的

知识完成了“土洋结合”的

转化。

“唰”“咔”“嚓”声中，同

是一把嫁接刀，同是一片嫁

接苗，旁人嫁接成活率达到

90%就算不错的了，而经老

赵手嫁接的树苗，成活率却

稳定在 95% 以上。时间长

了，“赵一刀”的名声不胫而

走，海升果业、天地农业等

大公司，也放心地把重头活

儿交给他。

订单一个接一个来，收

入一年比一年高，老赵忙得

脚不沾地。一把小小的嫁接

刀，硬生生被老赵干成了产

业。他打趣地说：“一刀接

一刀，刀刀赚钞票！”

干出来的 共振
树苗嫁接一茬又一茬，

果园收获了一季又一季，老

赵个人“振兴”的路径十分明

晰——面向市场改良品种，

面向客商拿下订单，面向未

来实现手艺的“科技加成”。

在乡亲们看来，如今老

赵家里盖起了新房，儿女工

作稳定，挣钱更是“刀下见

菜”，相较前些年，可谓杀了

个漂亮的“回马刀”。然而，

时间久了，赵可行也在思

考，产业要做大，还得靠“众

人拾柴火焰高”。

这些年，作为被千阳

县认定的一级“苹果师傅”，

老赵敞开果园，拿起嫁接

刀，向乡亲们手把手传授果

树嫁接和管护经验。与此同

时，老赵拉起了 80 多人的

专业嫁接队，专门承接规模

化果园嫁接任务，业务不但

遍布千阳全县，就连咸阳、

宁夏彭阳等果业大市，也专

程邀请这支嫁接队嫁接果

树，而且“工价上浮、包吃包

住，路费全报”。

嫁接队的 80多名工作

人员来自十里八乡，包括十

几名贫困群众。南寨村贫困

群众景海珍提起老赵心生

感激，前些年丈夫遭遇车祸

离世，一个女人家带着孩子

几乎走投无路，但现在，不

但学会了嫁接手艺，更是凭

借双手赚下不少钱，甩掉了

“穷帽子”，也成了乡亲们眼

中的嫁接人才。

走南闯北，老赵眼界

开阔了，一些地方农产品有

量无市，“增产”不“增收”，

老赵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

和反思。

“乡村要振兴，归根到

底是人才和产业的振兴，

老思想、老路子、老办法也

都得和时代‘嫁接’才行。”

老赵觉得，这些年，他带领

的嫁接队每年总收入超过

400万元，可以说，这支嫁接

队的“振兴”，就在于思路、

技术、人才和产业的同频共

振，瞅准

这些关键

点去干，

那注定会

让家乡流

金淌银。

赵 志 国
（右二）指导
村民搞蔬菜
育苗

姚 军 善
在山林里分析
测树的数据

刘小刚（左二）走访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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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进行时
—— 记者走基层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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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可行展示嫁接果树接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