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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最大贫困户的两年“奋斗史”

新华社记者惠小勇、刘坤、萧永航

秦巴山区的山水田园风光中，一排乡村
别墅格外醒目。午后时分，记者走进“顾氏农
家”农家乐小院，就听到老板顾文礼热情的招
呼声———

“荷花厅加一杯茶水！”“厨房抓紧备菜，
客人准时开席。”“哥，快去抓一只跑山鸡回
来……”
小平头、白衬衫，牙齿洁白、清眸闪亮，忙

里忙外的顾文礼浑身上下透着一股精气神。
可有谁能想到，两年前，他们一家还在贫穷中
煎熬。

“一家 7 口守着 7 亩薄田地，文礼双手先
天性肢残，他哥哥文兵轻度智障，父母年高有
病，老屋破旧漏雨。这一家曾经是我们村最大

的贫困户。”巴中市恩阳区观音井镇寿康联合
党总支书记马光文介绍。

忙中得空的顾文礼也坐了下来，笑着向
记者说起了过去。

因为先天性缺食指、中指，无法写字，过
了学龄几年后，一位老师问他：“二娃子，你拿
粉笔试试，看能不能夹住粉笔？”顾文礼这才
走上求学路。

为了尽快挣钱养家，顾文礼只上了职高。
毕业后，去福利厂上班，上建筑工地打工……
因为残疾，他无法得到稳定工作和固定收入。

漂泊求生时，顾文礼遇到一位聋哑女并与
之幸福结缘。小两口婚后育有一儿一女。然而
由于太穷，结婚 10 年后妻子还是跟顾文礼离
了婚并带着小女儿离开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

最困难的时候，村支书马光文和村里、镇
上的干部一次次来到顾家送上温暖。“我相信
文礼，他从小人穷志不穷，借了谁家的钱总是
想方设法尽快还上。他需要的是改变贫穷的
机会。”

时光流逝中，生活的转机，终于在党的十

八大后降临到了顾文礼的身上。
2014 年 9 月，国家率先允许巴中在省域

内跨县、市开展土地增减挂钩指标流转。顾文
礼所在村与临近的几个村组合起来，一边拆
旧房整理土地，一边依靠万寿山康养资源开
展农旅融合的新村建设。

“马书记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根本不
信，老房子还能值几万块钱？我们还能住新房
子？”回忆改变命运的那一刻，顾文礼很激动。

2016 年 6 月，集中安置点破土动工，顾
氏兄弟在新村建设工地上务工一年多，挣了
5万块钱，加上土地增减挂钩的补贴，一家 7
口人住进了 196 平方米的新房，基本不需要
自己掏钱。

新村的一切都是新的！村里第一家农家
乐营业了，生意很好。村干部鼓励顾文礼也搞
农家乐。开始时，顾文礼没有信心，村干部帮
他低息贷款 3 . 5万，扶他“上马”。

今年 1 月，上下两层、拥有 20 多张桌子
的“顾氏农家”正式开业。短短 3个多月，毛收
入达十五六万，每月纯利润有一两万元。

“我们这儿现在是 4A 级景区，游客很
多，生意好得很，有时午饭都排到下午 3 点
后。我现在平均每天接待 8 桌，清明节时最多
的一天接待了 36 桌客人。我家主打农家菜，
比如野菜、腊猪蹄、跑山鸡什么的，都是农家
特色。”顾文礼开心介绍。

走上致富路的顾文礼，开始了全新的生
活：早上 6 点，起床采办；8 点，回家打扫卫
生；10 点一过，客人陆续到来，上茶招呼，安
排桌席；下午 4 点，准备晚餐；晚上，客人、员
工走了，盘账清点……这时，哥哥文兵站在一
旁，默默地把桌子擦得光亮。

顾氏兄弟现在不仅自己实现了脱贫，还
雇了 5个乡亲帮忙，其中 2 名也是贫困户，并
带动邻居办起了民宿和超市。

说起对未来的期望，顾文礼说：“一是想
入党，是党和政府帮助我脱贫奔小康，我也想
多为大伙儿奔小康作贡献。二是离婚后就再
没见过孩子母亲了，这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希望她能带孩子回来看看。”

新华社成都 4 月 21 日电

新华社记者刘白云

“‘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这是
廖仲恺先生在狱中写给儿女的诀别诗《诀
醒女、承儿》中的一句，我认为，这是廖仲恺
精神内涵的一个重要体现。”在廖仲恺何香
凝纪念馆，大学四年一直做兼职讲解员的
90 后大学生谢思婷正声情并茂地向参观
者介绍。

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坐落在为追念廖
仲恺先生而创办的“仲恺农工学校”院内，
该学校已从中专学校发展为本科高校———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馆内收藏了中国民主
革命先驱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及其儿女廖承
志和廖梦醒一家两代人为中华民族复兴前
仆后继的珍贵史料。

廖仲恺(1877-1925)，原名恩煦，号夷
白，字仲恺，广东省惠阳县人，中国近代民
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

1903 年，廖仲恺与夫人何香凝东渡日
本留学，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两人在日本
东京结识了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
从此坚定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洪流。

1905 年，廖仲恺夫妇协助孙中山建立
了中国同盟会，廖仲恺担任同盟会总部的
副会计长和外务部副部长。两人在东京的
家，也成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联络站和

集会场所。
1922 年 8 月，孙中山先后会见了共产

党领导人李大钊和苏俄使节越飞的代表，
决心联俄联共，接受改组国民党的建议。廖
仲恺两次奉命前往日本与越飞会谈，在国
民党改组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23 年 2 月，在孙中山返回广州复任
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后，廖仲恺先后担
任大本营财政部长和广东省省长等要职，
全力协助孙中山进行国民党改组工作。

1924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后，廖仲恺任中央
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任中央党部工人部部
长和农民部部长，2 月又被任命为黄埔军
校筹备委员会代理委员长。

国民党一大后，国民革命运动在全国
蓬勃兴起。廖仲恺非常重视中国共产党及
其领导的工农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
他与共产党真诚合作，忠实执行“扶助农
工”政策，积极支持工农运动。

1925 年 3 月孙中山逝世后，廖仲恺坚
定维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
策，维护国共团结和国民党的革命方向，成
为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左派的核心和旗
帜。他也因此被国民党右派视为夺取党权、
拆散国共合作的重大障碍。

1925 年 8 月 20日，廖仲恺在前往参

加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会议途中，被国民党
右派豢养的暴徒刺杀于中央党部楼前。9
月 1日，国民政府为他举行国葬，广州的黄
埔军校师生、工人、农民、市民群众等 20 多
万人前往悼念。

壮志未酬身先死，廖仲恺以他的壮年
生命，为中国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周恩来曾赞誉他是国民党之重心、“工农运
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积极领袖”，高度评
价他“一生苦斗，革命为党，牺牲为国”的崇
高革命精神。

在廖仲恺的革命生涯中，何香凝始终
给予其坚定的支持。她曾作《赠别》诗为丈
夫壮行：“国仇未复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
声。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得中华史上名。”廖
仲恺遇害后，何香凝强忍悲痛继承丈夫未
竟的事业，为巩固革命统一战线而继续奋
斗。

在父母的教育和熏陶下，廖承志和廖
梦醒在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廖承志参加
过长征，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多次
身陷囹圄而矢志不渝，逐渐成长为党和国
家的优秀领导人。廖梦醒从抗战时期起担
任宋庆龄的秘书，长期战斗在特殊战线上。

今天，当我们回溯历史，依然会被这一
门忠烈前仆后继、向死而生的爱国情怀和
事迹所打动。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馆长蔡

瑞燕说，英烈的生平事迹和精神品质，本
身就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极大
的生命力，不因时代的变化而褪色，真正
了解，就会受感染。

2017 年，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在 90
周年校庆时，将何香凝当年的办学思想
和理念“注重实践，扶助农工”确定为新校
训，教育师生继承廖仲恺、何香凝为民族
复兴奋斗不息的革命精神，务实笃行，服
务社会，情系农工，立志报国，为贯彻落
实乡村振兴战略而奋斗。新华社广州电

新华社记者萧海川

1925 年 8 月，青岛。病榻上的青年，面
貌英挺、身材清癯，却已是病入膏肓。他想
说话却不时被剧烈的咳嗽打断，咳出来的
是一口口鲜血。前来探视的同道友好，见到
这一幕不禁潸然泪下。

青年并不讨论自己的病情。在弥留之
际，他向身边的同志留下遗嘱：“希望全体
同志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
放和为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

他就是王尽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之一、山东党组织早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今年是王尽美诞生 120周年，但他生
命的刻度永远停在了 27岁。他是中共一大
代表中最早辞世的一位。

“沉浮谁主问苍茫，古往今来一战场。潍
水泥沙挟入海，铮铮乔有看沧桑。”这是王尽
美写于 1918 年的一首小诗。那年他刚满 20
岁，刚考取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青年人的笔下，没有“春风得意马蹄
疾”的欢畅，没有“金榜题名时”的自得。唯
有对时代的冷眼相观，在胸中郁结起一股

热血豪气。彼时中华，国虽泱泱，萎靡倾颓，
列强斜睨。这一年，国门之外，硝烟漫漫，重
新瓜分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
这一年，国门之内，枪声四起，争权夺利鱼
肉百姓的军阀混战仍难见休止。

王尽美在泉城求学期间，积极投身五
四爱国运动，被推举为山东学生联合会负
责人之一。1920 年 3 月，北京大学马克思
学说研究会成立后，他被发展为外埠会员。
同年 11 月，他与邓恩铭等发起成立励新学
会，创办《励新》半月刊。这份半月刊积极宣
传新思想、新文化，刊载了诸多有关社会改
造的文章，抨击时弊，启发青年觉悟。

“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
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这是
王尽美最为著名的《肇在造化——— 赠友
人》。王尽美，原名王瑞俊。1921 年在写下
这首短诗后，他便将“尽美”变作自己的名
字，来彰显自己的志向与主义。那就是为全
人类实现尽善尽美的社会理想。

也是在这一年，他与邓恩铭作为济南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赴上海参加
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多年以后，

中国走出历史阴霾的道路探索，都会追溯
到这次非凡的会议。对王尽美来说，在这里
他遇到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同志，彼此留
下了深刻印象。

沪上归来的王尽美，转身投入了波澜
壮阔的革命运动。在中共中央代表的指导
下，他在山东建立中国共产党山东区支部，
担任书记。1922 年 1 月，他赴莫斯科参加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
表大会。同年 7 月，他再赴上海出席党的二
大。他所参与起草的《劳动法大纲》，成为这
一时期党指导工人运动的纲领。

山海关、秦皇岛、广州、天津、济南、青
岛、青州、潍县……王尽美四处往来奔波，
为民族振兴、人民觉醒贡献着光与热。长期
的忘我工作与艰苦生活，让他患上了严重
的结核病。即便如此，他依然抱病组织领导
胶济铁路全线、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等，直
至在工作的最前线溘然而逝。

“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
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1961
年，同为中共一大代表的董必武挥笔写下
了这首《忆王尽美同志》，追忆英年早逝的

革命战友。
斯人已逝，英魂长存。在王尽美的家

乡，今天的山东省诸城市，一座王尽美烈
士纪念馆承载着当地百姓对他的思念与
牵挂。王尽美的红色基因被一代代后人
所继承，他的儿子、孙子、曾孙都先后紧
随他的足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一条
光明、正确的道路上继续不息地奋斗向
前。 新华社济南 4 月 21 日电

王尽美：三首小诗与 27 年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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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仲恺：一门忠烈扶助农工

新华社记者吴文诩

清明节前后，近万名干部群众自发来到
四川省宜宾县烈士陵园纪念堂举行纪念活
动。早期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袖、“五卅运动”
时期著名烈士刘华的英雄事迹陈列其中。

刘华，原名刘炽荣，字剑华，四川省宜
宾县泥溪镇陈车沱(现新泥村)人，1899 年
9 月 10日出生。1923 年 8 月，刘华进入上
海大学附中半工半读，当时上海大学由中
国共产党参与创办。在校期间刘华如饥似
渴地学习新思想、新知识，探索马列主义真
理。在邓中夏、瞿秋白等人的教育和引领
下，同年 11 月刘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 年 2 月 9日，为抗议上海日本纱
厂无故开除 40 余名工人，拘捕 4 名工人代
表的恶劣行径，上海 4万余名工人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一次举起反帝国主义的
大旗，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二月罢工”。刘华
是这次罢工的前沿总指挥之一，他与工人
同吃同住，写标语、印传单，募集捐款，组织
宣传演讲，鼓动工人参加罢工。最终，在全
国各界的声援下，不可一世的日本资本家
与工人谈判并签约，罢工运动取得胜利。

“二月罢工”的胜利，不仅锻炼了上海
工人的战斗能力，也使刘华声名鹊起。随
后，他被工人拥戴为上海日本纱厂工会委
员长。5 月 1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
劳动大会上，刘华又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
会执行委员。

1925年三、四月间，日商纱厂资本家破
坏“二月罢工”复工协议的事件不断发生。5
月 15日，顾正红带领工人据理力争合法权
益，反对日商关厂的阴谋，然而该厂竟开枪

屠杀工人，制造了“顾正红惨案”。顾正红的牺
牲也成了“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

5 月 30日，上海 2000 余名青年学生、
工农大会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高
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遭遇英国巡捕
开枪射击，打死打伤我中华同胞，由此酿成
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发生当晚，中共中央在上
海开会，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建立各阶级
反帝统一战线，发动全上海罢市、罢工、罢
课。同时，决定公开上海总工会组织，刘华
任副委员长兼第四办事处主任。

大罢工在上海坚持了三个月之久，参
与者仅以产业工人计即达 22万人以上。刘
华为了组织和领导上海工人，“废寝忘食、
积劳成疾、几至不起”，肺病日重。

9 月，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联合，

加紧镇压“五卅运动”。11 月 29日，面对
险恶形势，刘华不顾病体，在前往南市公
共体育场参加群众大会时被捕，之后党
组织多方设法营救未果。12 月 17日，刘
华遭“秘密枪决，灭尸不宣”，牺牲时年仅
26岁。

刘华牺牲的第三天，上海总工会向
全国发表通电，要求全国工人悼念“我们
最亲爱最勇敢的领袖”，“踏着我们领袖
的血，继续奋斗！”12 月 30日，中共中央
机关报《向导》周报在头条用醒目标题刊
出《悼刘华同志》，盛赞“刘华同志及其他
积极奋斗的战士，领导全中国的劳动群
众向帝国主义和军阀示威，造成了这半
年来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并称刘华是
“真正的共产党员”。

刘华烈士牺牲已经 90 余年，但他舍
生取义的精神激励着中华儿女为实现崇
高理想而努力奋斗。刘华昔日家乡泥溪
镇如今风景如画，百姓生活富足，成了宜
宾县岷江蔬菜产业园核心区之一。2017
年底，全镇 GDP 达到 4 . 3 亿元，实现工
业增加值 5828万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
达到 1 . 47万元。新华社成都 4 月 22 日电

刘华：舍身取义为劳工

▲王尽美，原名王瑞俊。中国
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山东党组织
早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新华社发

▲廖仲恺（1877－1925），原名
恩煦，号夷白，字仲恺，广东省惠阳
县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国
民党左派领袖。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李伟

他是新中国首位果树学博
士，引领我国柑橘基础研究进
入国际先进行列的领军者。正
是因为他，国产鲜食柑橘全年
不断档变为现实，他就是“柑橘
院士”邓秀新。从曾经懵懂的乡
野少年到“柑橘院士”，他的背
后有什么故事？他的成长经历
又有着多少我国科技创新飞速
发展的大时代印记？

“我是一名农业科

技工作者，我的专业是

果树学”

“帮助农民时，不要只讲技
术上可行，更要讲经济上可
行。”“柑橘院士”邓秀新说，农
业一定要务实，农民也是经济
学家，科技工作者服务的对象
不管是企业还是农民，一定要
能让他有收入，经济行为一定
要符合经济规律。

2 日，湖北省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邓
秀新获“年度突出贡献奖”，这
是湖北省内科技界的个人最高
奖项。

站在领奖台上，邓秀新说：“感谢这个科技创新飞速发
展的伟大时代，让我们生逢其时。柑橘是我国南方乃至世界
第一大水果，30 年来，我和我的团队秉承老一辈的作风，以
农民致富和提升柑橘产业国际竞争力为己任。”

面对“中国网事”记者的采访，回忆起自己从事柑橘研
究的初衷，邓秀新院士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我是一名农
业科技工作者，我的专业是果树学，我们希望能让老百姓通
过种植柑橘尝到甜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年轻的邓秀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
华中农业大学攻读硕博研究生，师从中国柑橘学奠基人之
一的章文才教授。从此，邓秀新与柑橘开始了一辈子的“情
缘”。

从农村走出来的邓秀新，对农民有着特殊的感情。他认
为，与种粮食不同，农民种柑橘就是为了增加收入。因此，科
技推广必须要讲经济效益，让农民增收的技术才是真正的
好技术。

“因为我国的几大柑橘产区几乎都是在贫困地区，比如
在三峡库区，现在老百姓一亩柑橘种得好一年收入 3万多
元，最少也有近万元，这对贫困户脱贫增收有很大贡献。”邓
秀新说。

邓秀新对于全国柑橘的产业分布了如指掌，三峡库区、
赣南老区，柑橘是当地支柱产业之一，邓秀新和他的团队每
年都要跑几趟，从品种改良到柑橘覆膜技术、隔年交替结果
和果园密改稀等一系列技术方案，不仅提升了柑橘品质，更
是使老百姓的腰包慢慢鼓起来了。

让中国柑橘产业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邓秀新说，世界上的柑橘绝大部分都是从中国“走出
去”的，很多都有明确的历史记载。但是由于科技的落后，很
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柑橘的品质都远不如国外的进口品种，
农民种植积极性并不高。

“一开始，我们就有一个愿望，要让我国也能一年四季
都有新鲜柑橘。”十几年来，邓秀新带领团队，让这一不可能
变为现实，使我国脐橙由进口国变成出口国。从国外的品种
引进到品种培育，到新栽培模式的创新，到产后处理，再到
市场营销，邓秀新团队的研究覆盖了整个产业链，支撑了整
个柑橘产业体系。目前，我国柑橘年产量居世界第一。

2012 年，邓秀新还带领团队自主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
芸香科植物基因组图谱——— 甜橙基因组图谱，它如同打开
了甜橙生命活动的“黑匣子”，破解了甜橙基因“密码”。

正是掌握了甜橙基因“密码”，研究人员可以锁定甜橙
成熟期、色泽、含糖量、产量、抗病性等农艺性状，有利于培
养出更好、更健康的品种。

“现在我们吃到的柑橘籽少了，这背后我们没少动脑
筋。”邓秀新介绍，少籽吃起来方便，这是市场提出来的课
题，为此，团队不断尝试新的育种方法，最终利用细胞融合，
一步培育出无核品种，一举领先国际。

柑橘飘香，谱写“新橘颂”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2000 多年
前，诗人屈原写下《橘颂》，世代流传。如今在诗人故里秭归，
柑橘连片成林，青山绿水间谱写出一篇现实版的“新橘颂”。

邓秀新还有一个身份是华中农业大学校长，但是秭归
所在的三峡库区，是邓秀新每年再忙都要去几趟的地方。
十几年来，他带领团队在湖北柑橘优势产区秭归、宜昌、

丹江口建立国家现代农业(柑橘)产业技术体系综合试验站，
研发建立了一套柑橘留树保鲜技术体系，基本达到常年有鲜
果，实现了晚熟晚采晚上市、与赣南等地错开上市时间的目
标，使湖北宜昌成为我国乃至于世界最大的蜜橘产区。

在国家柑橘育种中心的一棵棵果树下，邓秀新院士如
数家珍般向记者介绍了柑橘的种类和特征。

“目前，华中农业大学每年都有 200 多人在做柑橘研
究，其中教授就有 20 多人。全校多个学科都在围绕柑橘产
业做科研，这个规模在全世界都不多见。”在邓秀新看来，得
益于近十年基础研究和跨学科应用研究的快速发展，中国
柑橘才真正走向了世界。

橘，绿叶离离，花素洁芳馨，果甘甜如饴。邓秀新，从与
橘结缘到如今，30 多年里，他低调、平和地从事着这份甜蜜
的事业，“只为更多的人来分享柑橘的甘饴”。

新华社武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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