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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变故
“他从小体弱多病，20 岁那年，他跟着

同伴去山场修剪果树，不小心从山坡上摔到
了10多米深的石沟里，身体摔坏了。”肖家
骏的父亲肖胜朋说起儿子的遭遇，至今心痛
不已。

想到 39 年前那场事故，肖家骏还历历
在目。

那天，下着细雨，同伴承包的南排山场
30多亩柑橘树还差10多亩没有修剪，离合
同规定完成的时间就剩一天。肖家骏有果树
修剪管理的经验，同时也是技术承包人，便
到山场帮同伴修剪果树。在修剪陡峭山坡上
的果树时，肖家骏双脚踩到一块松动的石
头，连人带石头从10多米的山坡上滚落，全
身无法动弹，众人迅速将他抬到医院救治，

医生告诉大家，他后背腰椎骨折，椎骨压迫
神经，可能会瘫痪。经过全力救治，肖家骏苏
醒过来，但左脚无法站立，右腿肌肉也逐渐
没有知觉慢慢萎缩。

不甘心一辈子躺在床上的肖家骏在家
人的帮助下，拄着拐杖，强忍着巨大的疼痛，
坚持复健，经过不懈努力，右腿肌肉功能有
所恢复。医生说他的恢复是一个奇迹。如今，
他已经可以一瘸一拐地走路。

自强不息
“也许上天就是要我的人生有这么一

劫，不过，这压不垮我的意志。”如今谈起这
段经历，肖家骏已经可以轻松直面。因家中
人口多、劳动力少，自己又身患残疾，21 岁
的肖家骏拖着沉重的身体到水南镇附近山
场上做些清理杂物的活计，虽然行动不便，
但干活一点也不比别人差。一位做苗木生意
的老板看中他的勤奋能干，叫他一起学种杉
木、松木及红花檵木、红叶石楠等苗木，手把
手教他种植技术。经过几年的学习，肖家骏
掌握了经济苗木、绿化苗木及盆景苗木的栽
培育苗技术，并在 2016 年创办了将乐县顺
泰苗木绿化有限公司，在水南镇乾滩村、古
镛镇桃村等地建立了100多亩的苗木基地。
他养育的苗木株株粗壮、成活率高，不仅畅
销本地，还受到泰宁、明溪等地造林户青睐，

成为他们造林用苗的首选。
“慢慢地，我积累了各种苗木的种植技

术，也建立了3个苗木基地共140多亩，我没
有什么文化，但种出来的苗木最远卖到了江
西。”肖家骏有些小得意。

帮扶带动
肖家骏虽然下肢残疾，但他天资聪颖，

能吃苦，敢拼敢闯，干一行钻一行爱一行。当
将乐国有林场正在物色一名管树养花的人
时，肖家骏成为林场的首选。2017年，将乐国
有林场与肖家骏签订了为期一年的 400 多
亩幼苗管护协议。生产科的工作人员担心他
完不成任务，影响幼林管护进度，要他找
几个能干的人。肖家骏想到了与自己一样
的残疾人，专招有一定管护经验、能适应
山林工作的残疾人。不到半个月，招到了
5 名来自黄潭、古镛、光明等乡镇的残疾
人，肖家骏带着他们，按照协议要求管护
好林场400多亩幼林。

到了年底，这片山林郁郁葱葱，幼苗成
活率高，肖家骏与他的“特殊队员”受到林场
刮目相看。第二年，将乐国有林场又放心地
把精心培育的梅花谷森林康养基地交给肖
家骏管护。梅花谷有 170 多亩，培育了宫粉
梅、美人梅、朱砂梅和绿萼梅等 300 多种梅
花共 5000 多株，数量多，品种齐全，是中国

南方唯一的梅花种质资源圃。肖家骏与队员
丝毫不敢怠慢，除草、施肥、修剪……春天雨
水季节做好开沟排水，夏天高温及时给梅花

“解渴”，一年四季，按照技术要求做好梅花
谷的管护。眼下，正是花卉苗木冬季施肥除
草的时候，肖家骏领着大家每天忙着给梅花

“加餐”，为冬季梅花绽放作准备。
“我跟着肖家骏在梅花谷一干就是七年

多，学会了剪枝、除草、培植、绿色防控

等知识，一个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解决
了家里的经济困难。”来自光明乡的肖胜明
激动地说。

20多年前，8岁的肖胜明因贪玩偷踩打
谷机，左手拇指和食指不慎被卷入碾碎，顽
强的他为了自食其力，努力学会用剩下的手
指使用工具，工作起来丝毫看不出左手的缺
陷，七年前被肖家骏选入他的团队，除了在
梅花谷干活外，他还跟着肖家骏做育苗、造
林、清柴等便利的活计。

“残疾人来问我有没有事情做，只要肯
干，我都会找事情给他们做，一天做4到5个
小时，工钱有七八十元。我找来的活不抽成，
工钱都给他们，残疾人找活干比较困难，我
能帮到的尽量帮忙。”肖家骏说。

如今的肖家骏，脸上有笑，眼中有光。
“美好生活是创造出来的。别人能创造，我们
也能创造。”肖家骏常常以此和队友们共勉。

办公司、建基地，带着残疾朋友育苗造林、管护山场

肖家骏：身残志坚，创造美好生活
●将乐记者站 张明华 张丽娟 伍贤洪 文/图

一份初心
书写援疆精彩答卷

一朵雪莲花，从发芽到开花，须经5年，
才养成纯洁、坚韧的气质。在援疆路上，丛艳
静锤炼自己的意志和担当，如一朵雪莲花静
静盛开。

未到新疆时，在丛艳静脑海中，新疆是地
图上那片遥远的土地，葡萄沟、火焰山、天池
……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淳朴的西域风情令人
向往。怀着一份对新疆的憧憬，2022年4月，
丛艳静主动提出申请，告别了11岁的女儿和
6岁的儿子，作为福建省农业农村厅选派的
短期农业技术干部，来到玛纳斯，开启了为期
6个月的农业智力援疆。

离家万里，家里老人怎么办，孩子教育怎
么办？丛艳静常牵挂于心。丈夫对她的援疆工
作给予了很大支持，“你在玛纳斯好好工作，
不要牵挂家里。”丈夫主动承担照顾家庭和教
育孩子的责任，成为丛艳静坚强的后盾。有了
家的支持，丛艳静更加主动投入援疆工作中，
积极参与玛纳斯土壤普查、乡村技术培训等
工作。

第一次短期援疆工作生活，让丛艳静收
获了一份深厚的援疆情。2023年5月，丛艳
静报名加入三明援疆第九批工作队，再次来
到玛纳斯，开启了为期一年半的第二次援疆
工作。

“来疆为什么？在疆做什么？离疆留什
么？”再次踏上玛纳斯的土地，丛艳静常常思
考这“援疆三问”，“这次中长期援疆，我想尽

所能多做一些事情。”她期盼书写更精彩的援
疆答卷。

广东地乡袁家村有着200多年的水稻种
植历史，因土壤富含硒元素，产出的“玛场湖”
大米名扬全疆。2000 年，该村水稻种植面积
达万亩以上。但在2005年后，种植规模锐减。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丛艳静盘算着该如
何通过援疆力量的注入，让这片富饶的土地
产出更高附加值的优质稻米。于是，她与林
汝楷、曾绩等三明援疆农技专家深入调研，
组建项目组，积极推动开展广东地乡富硒水
稻项目。

习惯了粗放式传统农业种植模式的袁家
村村民，对如何发展富硒水稻项目还比较陌
生。于是，丛艳静与队友们走村入户，和当地
乡村干部、村民交流，让他们了解优化种植品
种、加强田间管理、打造特色品牌等现代农业
理念。一次次走访，一次次谈心，村部的板凳
坐热了，村民的脸也混熟了，终于让富硒水稻
种植的理念走进当地百姓的心里。

为打好“富硒水稻”品牌，丛艳静主动争
取后援，联系福建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
测中心，为村里免费开展稻田土壤和稻米硒
含量测试。为保证土样取样测定的准确性，丛
艳静自己下田取土样寄回福建。当收到土壤
硒含量达到富硒标准的检测技术报告时，大
家都十分兴奋，广东地乡富硒水稻项目的实
施得到了专业支撑。

丛艳静还主动联系新疆农科院、三明农
科院、内蒙古兴安盟农科院的水稻专家，引进
多个水稻新品种试验试种。2024年5月，她与
队友林汝楷、广东地乡党委委员赵志祥率领
袁家村干部和种植户一同前往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农科院，拜访自治区水稻首席专家王奉
斌，探讨富硒水稻产业发展路径，并在8月份
邀请专家们到袁家村进行现场指导。

在明玛两地农技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广
东地乡富硒水稻绿色高效种植示范基地项目
顺利推进。丛艳静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引
进的水稻新品种兴粳6号、兴粳21号，第一年
试验试种就表现出了良好的生长性状。

每当和远在三明永安的家人分享援疆成
果时，全家人都为这份共同的荣誉感到骄傲。
今年刚上二年级的儿子罗梓宸，在课堂上读
到《葡萄沟》课文时，自豪地说：“老师，我妈妈
就在援疆！”2024年暑假，丛艳静的一双儿女

来到了玛纳斯，更近距离地了解妈妈的援疆
工作，更近距离地走进玛纳斯当地的生活。时
空无距，心底有爱，他们渐渐喜欢上了这片曾
经遥远的土地。

这一次，罗梓宸向妈妈发布了新的指令
——“新疆太美了，妈妈你要继续援疆！”

玛纳斯成为丛艳静一家共同的牵挂。

一份使命
传播农业新发展理念

“参政兴邦、建言履职，积极工作、服务社
会！”2010 年加入九三学社时那句铿锵的誓
词常常在丛艳静的脑海回荡，激励着她主动
履职，担当使命，服务三农。

多年来，她坚持进乡村、下农田，开展农
业技术推广及科研，她参与的福建稻田土壤
有机质提升技术、福建特色果茶绿色高效施
肥技术、紫云英种质资源创新与生产利用关
键技术等项目，先后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
福建省科技进步奖等。她坚持走基层、访群
众，深入调研，提出社情民意建议10多条。先
后5次获九三学社福建省委员会、九三学社
三明市委员会社务工作先进个人、参政议政
先进个人等荣誉。

选派援疆工作以来，每次回到永安，丛艳
静都第一时间到九三学社三明市委永安市基
层委员会汇报工作，希望能够发挥九三学社
各界力量，为援疆工作添砖加瓦。

2024 年，丛艳静利用回乡探亲假期，参
加了九三学社三明市委永安市基层委员会关
于乡村振兴的课题调研。在龙岩市，当她看
到，九三学社科特派团队帮助一家企业转变
经营理念，争取科特派项目、资金支持，实现
企业发展大翻身的真实案例后，受到了很大
启发。

“九三学社在发挥科技力量上大有可
为，科特派模式值得复制推广！”调研结束
后，丛艳静主动与永安市科技局对接，探讨
组建科技团队，选准企业，开展对口帮扶。
假期结束后，丛艳静重返援疆岗位，围绕推
动玛纳斯农业结构调整，继续这一课题的思
考与探索。

玛纳斯县食用菌栽培曾一度繁荣，但后
来日渐萎缩，市场品种较少。面对当地方兴未
艾的庭院经济以及闲置的大棚资源，丛艳静
与林汝楷等三明援疆农技专家们积极思考，
并和玛纳斯农业技术专家们一同深入乡镇开
展调研，因地制宜引进适宜的食用菌品种。

2023年，广东地乡兵户村新建了14座设
施大棚用于种植香菇。土肥专业出身的丛艳
静对食用菌栽培并不熟悉。于是，她多次前往
广东地乡，深入种植大棚，学习掌握出菇管理
技术。她还上网购买了一套香菇菌棒注水针，
并从大棚取回几个香菇菌棒带回指挥部，在
宿舍门前的院子里，用泡沫箱、花盆栽培。经
过反复、多次的试验，小小的花盆里结出了厚

实肥美的香菇。她开心地把自己种出的香菇
拿到指挥部食堂烹饪，香甜、醇美的味道得到
了队友们的认可，大家都开玩笑说：“以后指
挥部吃菇就靠你了！”

“丛艳静这位女同志，肯学善学，说干就
干。”玛纳斯县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沈波副主
任感慨，正是三明援疆农业专家的这股执着
劲，调动起了他们本地农技干部的热情与干
劲，推动了玛纳斯农业结构向更新、更优、更
好发展。

为推广雪莲菇庭院种植，丛艳静与队友
们申请援疆资金购买了菌包，并与昌吉州、玛
纳斯县的农技员们一道下乡办培训班，向农
牧民们免费发放食用菌棒7000个，受益农户
1000多户。

在玛纳斯镇一处种植基地，育苗户杜瑞
娟正为自己培育种植的黄椒转色时间晚、果
实较小而感到发愁。玛纳斯县饮食喜辣，但当
地的螺丝椒因年年种植，抗病力下降。为促进
辣椒品种的改良，丛艳静和队友们将永安特
色品种黄椒引到了玛纳斯。丛艳静来到杜瑞
娟的试种基地后，细心察看，给出了“果形好、
已达到永安原产地标准”的鉴定结论，并提出
了提前移栽及疏植的建议。丛艳静的一席话，
让杜瑞娟吃了定心丸，也更增添了她种植发
展黄椒的信心。

2022 年以来，丛艳静与当地农业干部、
援疆队友们先后推动引进果、蔬、粮、菌等新
品种25个，引进指导推广食用菌、水稻、援疆
茶、果蔬、多胎肉羊养殖等新技术新项目27
项，组织玛纳斯农业干部群众3批次43人赴
三明市开展食用菌、茶叶、畜牧业等特色农业
产业考察学习，其中13人取得中级茶艺师技
能资格。

“农业技术援疆的着力点在哪里？九三学
社社员的履职发力点在哪里？”随着一个个

“新特优”农业品种的推广，一项项惠及当地
群众的“短平快”农业项目的落地，丛艳静从
中找到了答案。

一份责任
同心浇灌民族团结之花

“你首先是一名援疆干部，其次才是一名
专业技术干部。”第二次援疆中，玛纳斯县委
副书记、福建援疆三明分指挥部指挥长苏建
章的一席话深深触动了丛艳静，这一次她更
主动融入三明援疆指挥部综合性工作中，用
心用功做好每一项援疆工作，用情用力传递
更多三明援疆好声音。

在指挥部，每天她总是早早来到办公室，
做好办文、办会、接待、文电处理等工作。夜深
了，她还在办公室忙碌，整理档案、汇总数据、
撰写报告，每项工作都认真完成。办公室工作
琐碎而繁杂，农业专技出身的丛艳静坚持边
学边问，边学边做，用细心、出色的表现赢得
了指挥部同事们的认可和肯定。苏建章指挥

长形象地称丛艳静是指挥部的“黏合剂”。
身处异乡，远离家人，许多援疆干部都经

历着环境不适应、饮食不习惯、工作枯燥单一
的考验。为活跃团队气氛，丛艳静和同样有着
跑步爱好的林汝楷一起，发动队友们参与到
健康晨跑运动中。从最初的晨跑5公里，到
后来的10公里，大家在运动的过程中收获
了健康和快乐。她还经常发动大家一起参加
玛纳斯文体活动，融入当地生活。在 2023
年玛纳斯冰雪节冬季迷你马拉松赛上，丛艳
静获得全县第六名，在2024 年玛纳斯首届
乡村半程马拉松赛上跑出了 1 小时 55 分 38
秒的好成绩。

在指挥部里，丛艳静是大家的好队友、
好搭档。她与林汝楷同在农业组，两人互相
配合，谋划推动落实“新特优”产业项目，
研究制定食用菌产业发展政策。林汝楷返乡
探亲期间，丛艳静便独自担当起培训办班、
现场指导、技术推广等工作。“我不在她
在，她不在我在”，谈起这位好搭档，林汝
楷给予了充分肯定。

作为三明第九批 11 名援疆干部中的唯
一女性，她与援疆医生范智荣共同担当后勤
食堂保障“AB岗”。范智荣外出时，丛艳静都
会默默顶岗，配合做好食堂采购、临时接待等
事项。每当援疆干部家属来到指挥部时，丛艳
静总是热情相迎，一张亲切的笑脸、一道温馨
的祝福、一桌团圆的饭菜，让远道而来的探亲
家属们感受到了指挥部大家庭的温暖。

这份大家庭的温暖，不止于指挥部，丛艳
静还努力把它延伸到玛纳斯的乡村。

2024年7月，塔西河乡红沙湾村食用菌
种植大户周海全生了一场大病，先后到玛纳
斯县、石河子、北京等地住院。丛艳静主动联
系上周海全爱人杨红，并带领其他援疆农技
干部前往探望，鼓励周海全夫妇战胜病魔。

7月下旬，周海全种植的3亩多榆黄菇正
处于出菇高峰期。周海全家人手不足，短时期
内如果不完成采摘就会造成损失。丛艳静得
知消息后，马上带领援疆农技干部乘坐出租
车，来到离县城30多公里的红沙湾村，帮助
周海全把所有菇采收好，并晒干储存好。

吴玉辉所著的《援疆干部》一书，一直摆
放在丛艳静的床头，她反复读了好几遍。“如
果没有去援疆，我呀，是在重复着昨天的故
事，确切地说，是在延续着昨天的故事。而到
新疆，却是在书写着新的故事。人也许不能延
长生命的长度，却可以增加生命的厚度。”书
中这段话深深触动了丛艳静，激励着她在援
疆旅程中书写更精彩的人生。

“一段援疆路，一生援疆情”，玛纳斯已经
成为丛艳静人生旅程中的精彩一站。为期一
年半的第二次援疆将于2024年11月结束，丛
艳静再次向组织上递交了第三次援疆申请。

天山北麓、玛河之畔，这位灵秀、干练的
女子期盼继续书写援疆工作新的履历，在援
疆道路上，继续绽放雪莲花的芬芳。

丛艳静：援疆路上绽放的雪莲花
●张 华/文 周志鸿/图

雪莲，如雪雕琢，又如莲
绽放。在天山雪原下，它以
一种宁静的姿态，悄然挺立，
又以一缕高洁的清香，传播
浅浅芬芳。

丛艳静，永安市农业技
术推广站站长，一位外表文
静、秀气，骨子里透着利落、
干练的女子，在援疆实践中
不断成长。在玛纳斯的土地
上，她奔走乡村，推动产业结
构调整，助力乡村振兴。在
三明援疆指挥部，她积极传
播三明援疆声音，增进明玛
情深，在天山下绽放雪莲般
的芬芳。

“美好的生活是创造出来的”，肖
家骏把这句话当成自己的座右铭。

今年 59 岁的肖家骏是将乐人。
因为一次事故，他的身体落下残疾，凭
着顽强的毅力，他不仅自强自立，办公
司、建基地，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滋有
味，还带着残疾朋友一起育苗造林、管
护山场。

肖
家
骏
和
他
的
队
友
们
正
在
育
苗

凡人微光凡人微光

丛艳静（左）来到种植户的基地，为
种植户鉴定黄椒的品质。

援疆故事援疆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