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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李保国生前是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把太行山区生

态治理和群众脱贫奔小康作为毕生追求，每年深入基层 200 多天，让 140 万亩

荒山披绿，带领 10万农民脱贫致富。常年高强度工作让李保国积劳成疾，今年

4月 10日凌晨，58岁的他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去世。李保国去世后被追授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他的先进

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

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李保国同志 35 年如一日，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长期奋战在扶贫攻坚和科技创新第一线，把毕生精力投入到山区生态建

设和科技富民事业之中，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彰显了共产党员的优秀品格，事迹

感人至深。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

行山上的新愚公。广大党员、干部和教育、科技工作者要学习李保国同志心系

群众、扎实苦干、奋发作为、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自觉为人民服务、为人民

造福，努力做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6月 12日，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会见报告团成员时说，李保国同志的先

进事迹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彰显了共产党人的本色，是

一面很好的镜子。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自觉

向李保国同志学习，以先进典型为镜，筑牢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保持纯正质

朴的百姓情怀，弘扬扎实苦干的优良作风。要坚持求实务实，从一点一滴做起，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把业绩写在大地上。各级党组织要把李保国等先进典型

作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鲜活教材，引导党员干部对照学习，争做合格共

产党员，更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现将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演讲稿摘编成一期《学习参考》，希望各

支部认真组织学习，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贯彻学校暑期工作

会精神，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推动学校“双一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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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群众  扎实苦干  奋发作为  无私奉献 

——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报告摘登 

 

他是太行山的儿子 

河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  饶桂生 

2016 年 4 月 10 日，我校博士生导师李保国教授，因心脏病突发，猝然离

世。噩耗传来，他生前服务过的山区农民一批批来到家中吊唁，多地农民自发

设置灵堂为他守灵，为什么一个普通大学教授的去世，会让这么多山区百姓悲

伤和不舍？ 

作为李保国生前所在学校的领导，我目睹了解了李保国从一个学农爱农、

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山区综合治理专家，

感受到他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报国情怀。 

李保国是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他常说，党把我培养成一个教授，就是

让咱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干点事，我是一名党员，理应带头把事情做得更好。

他有强烈的大局观念，时刻听从党的召唤，1981年，刚刚大学毕业留校的李保

国，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省委、省政府组织开展的太行山综合开发研究；1996

年，河北中南部发生特大洪水后，他又率先报名参加省科技救灾组；2015年，

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后，作为知名的山区治理专家，他积极为省委省政府建

言献策，还亲自帮扶十几个驻村工作组开展工作。 

他淡泊名利、无私奉献，总是为农户、企业无偿提供技术指导，既不拿工

资，也不持股份，还时常自己搭路费。他夙兴夜寐、激情工作，尽管身患重度

糖尿病和疲劳性冠心病已有多年，但他从没有把自己当病人看待，始终坚持在

教学、科研、生产第一线，始终冲在脱贫攻坚的第一线。 

李保国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30多年来，他始终坚持走与人民群众

相结合的道路，在服务人民中寻找和实现自身价值。他曾说：“我这辈子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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瘾的是干了两件事，一个是把我变成农民，一个是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我’。”

他经常走进田间地头，用农民的语言讲解技术，手把手地传授技术，培养了一

批“永久牌”的“技术把式”。 

30多年来，他始终坚持“生产为科研出题，科研为生产解难”的理念，把

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他一次次探索创新，一次次开辟“战场”，打

造了一个又一个山区开发的典范，从邢台前南峪、内丘岗底、临城绿岭、平山

葫芦峪，再到多得数也数不清的帮扶点，他所到之处，都用点石成金的科技之

手，让太行山区的一个个村子绿起来、富起来，把最好的论文写在了太行山上。 

30多年来，他始终把“三尺讲台”和“田间地头”紧密结合，他主讲的课

程生动、形象，实践性强、接“地气”，深受学生欢迎。他注重言传身教，用

知识魅力和人格魅力教育影响学生。 

李保国是脱贫攻坚的榜样。他教农民学科技，帮农民搞产业，为农民打品

牌，在邢台县前南峪进行的山区小流域综合治理，将贫瘠干旱山地变成了“洋

槐戴帽，果树缠腰，梯田抱脚”的生态经济沟；在内丘县岗底，他打造了“富

岗”苹果品牌，苹果年收入达 2000多万元；在临城县凤凰岭，培育出全国知名

的“绿岭”核桃，带动了太行山区百里优质核桃产业带的发展；在平山县葫芦

峪，将“山水林田路”山区综合治理技术做成标准化模块，带动周边地区复制

开发荒山近 30 万亩。他用科技的力量帮助 10 万多贫困群众走上致富之路，乡

亲们都亲切地称他为“科技财神”“农民教授”“太行新愚公”。 

李保国是太行山人民的好儿子。35年来，他的足迹踏遍太行山所有山区县，

身上沾满了泥土，心中装满了百姓。他把太行山人民当成亲人，农民也把他当

成自家人。有一天，李老师急着赶回学校上课，走到村边遇到堵车，他心里着

急，下车看看，村民一看是农大李老师，二话没说，拆掉自家篱笆院墙，让他

的车过去。李老师和山区农民亲如一家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李老师去世后，

他的骨灰，被太行山区不同地方的乡亲带走，撒在他生前为之奋斗、牵挂的太

行山上，与巍巍太行相融，与山区人民相依。 

李保国老师走了，但他的人生价值依然发光发亮，他的精神永远激励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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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发前行！在李保国崇高精神的鼓舞下，在他倒下的地方，在广袤的田野上，

将会有更多的人踏着他的足迹，带领山区人民奔向富裕美好的明天！ 

我见不得老百姓穷 

内丘县岗底村党总支书记  杨双牛 

我和李保国教授是 1996年认识的。那年 8月，连降暴雨，山洪暴发，洪水

冲毁了全村 200 多亩保命田，山场果树遭受了很大损失。村民们哭着说：“这

日子没法过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李老师随省里的科技救灾组来到了岗底村查看灾情。他

递给我一张写在烟盒上的字条：“需要果树管理技术，我可以帮忙。李保国。”

还对我说：“你三个月修一条通往村后沟的路，路修好了，我再来。”20天后，

路修好了，没想到，他真把铺盖卷搬来了。 

我看着大学教授对咱们农民的事这么上心，心里特别感动，一天晚上，我

带了包花生米，提了瓶酒，到李老师的住处。李老师对我说：“我是农村长大

的，过去家里也很穷，所以我见不得老百姓穷。你相信我，依靠科技肯定能致

富，咱们一块儿干，让老百姓尽快富起来，我一分钱也不要你的。”从那天起，

这个愿望就在我俩心里扎下了根。 

李老师给村民上的第一堂课，是剪枝。他把课堂就设在果园里，亲自动手，

一会儿就把一棵果树的枝条，剪掉了三分之一。村民们心疼得不行，还有村民

找到我家里。面对这些质疑，李老师就一句话：“明年果树如果挣了钱是大家

的，如果损失了，算我的。” 

为了推广“套袋”技术，李老师买来了十六万个苹果袋，免费送给村民用。

因为以前村民使用不成熟的套袋技术吃过亏，所以这次很多人死活都不敢用。

李老师还是那句话：“损失了都算我的。” 

李老师就这样一次次给村民们立着军令状，推广新技术。第二年初见成效，

第三年果园的面貌全变了，苹果长得细皮嫩肉，酸甜适口，一亩多卖了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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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带来效益 900 多万元。 

从 1996年到 2009 年这十几年里，李老师每年都有 200 多天住在岗底村，

他把富岗苹果栽培技术分解成了 128 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是先对村民集中

培训，然后再单独辅导。 

村里有些老树生了腐烂病，传染途径广，传播速度快，防治不及时，整个

果园就毁掉了。村民们十分绝望，想把树刨了种庄稼。李老师想出了好多办法，

并反复给果农做示范。 

根据太行山独有的气候特征，李老师还对果树进行了树形改造，让树冠变

成了垂帘形。改造后，果树变得通风、透光、枝条壮；苹果变得果形正、果面

光、着色均匀见太阳。 

村里有一个懒汉叫梁山林，家里一贫如洗，快四十岁了还打着光棍。李老

师专门找到他家，手把手教他种苹果，拉着他同自己一起起早贪黑，整天整夜

泡在果园里。现在梁山林种苹果富了，不仅娶了媳妇，还住上了楼房，开上了

轿车。在岗底村，像梁山林这样彻底被李老师改变了命运的人还有很多。 

这些都是李老师的功劳，可他却说：“科技致富，不能光依靠我一个人，

要把农民变成我，把大家都培养成管理果树的专家。”他想方设法给村民办夜

校、搞培训，建议借邢台农校“送教下乡”，让 100名果农在家门口读了中专。

后来，62名拿了大专文凭，现在都在考本科。在他的督促下，又请农校对全村

208名果农进行培训，191人获得国家颁发的果树工证书，人民日报报道说岗底

是全国第一个“持证下田”的村庄。 

现在，岗底村富了，村民人均收入三万一千元，村民都住上了楼房，做饭、

取暖烧燃气，100 多户买了小轿车。今天的岗底，山青了，水绿了，人富了，

生态美了，慕名而来的中外游客越来越多。 

李教授，我的好兄弟，岗底的好日子，是你用命换来的。村民们已经把你

的照片挂在自己家里了。因为你是岗底的主心骨，是岗底人的科技财神，是我

们的恩人。你是我们亲眼看见过、亲手摸到过的好党员、好教授！ 

李老师，二十年你没拿过岗底百姓一分钱。我知道，你辛苦这一辈子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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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图，就是想不让山区的老百姓再受穷。 

我们要把您安葬在岗底高高的山岗上，让你看蓝天白云，赏日月星辰；把

您的碑，立在山顶上，让你看见岗底的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让你看着我们一

起谋划的 50平方公里生态大花园变成现实，看着所有太行山贫困农民摘掉穷帽

子，过上好日子！ 

我们的严师慈父 

河北绿岭果业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陈利英 

我是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 1999级本科生，从本科毕业实习开始，一直跟随

李保国老师从事核桃种植与研究。 

第一次见到李老师是在经济林栽培课上。那天，我和同学提前十分钟进教

室，发现老师已经到了，就好奇地问：“老师来得这么早？”他笑着说：“刚

从邢台基地赶回来，怕耽误上课就直接来教室了”。 

李老师讲课最大的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生动形象、通俗易懂。慢

慢地，我们都喜欢上了李老师的课，觉得果树管理并不难。然而，当我们走进

果园真正动手时才发现，熟练掌握操作技能并不容易。 

2003年初，我们跟随李老师来到邢台临城县绿岭核桃基地实习。不久后，

他教我们嫁接，要求每人一行，按他教的步骤做，不但成活率要高、速度还要

快。当时，小苗只有四五十厘米高，我们顶着太阳蹲着、跪着练习，一天下来

腰酸背痛，累得连饭都不想吃。但第二天，还得接着练。在他严格要求下，只

用一周时间，我们全都熟练掌握了嫁接技术。 

为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2010年我考取了李老师的研究生。一入学，我们

每个人都接到一个 3 年的学习任务清单，每一项后面都有详细的要求和明确的

时间表，学习中，他会随时抽查。 

无论多忙，李老师对每篇论文，从框架结构到字句标点，都会仔细修改。

师弟刘海鹏的论文先后被李老师修改了 7次，内容从最初的 3000字丰富到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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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最终顺利发表。 

李老师在教学和实践中，经常教育我们如何做人做事。他常说，无论是学

习还是工作，最关键的是要踏实、认真。 

2008 年大旱，7 月的一天中午，李老师打电话，要我马上到核桃地。原来

一片核桃树受旱严重，已经长成个的核桃都蔫了。他安排我对土壤、叶片、果

实取样，测定含水量，并观察浇水后的变化，我把测得的数据随手记在了一张

纸上。后来有事耽搁了几天，等我想起来时，那张纸却找不到了。李老师知道

后生气地说：“大旱不是每年都有，错过了这次调查也就错过了解决类似问题

的机会”。 

正是在李老师的严格要求和言传身教之下，我们这些硕士博士研究生没有

一个延期毕业的，毕业时用人单位都争着抢着要。 

在我的心里，他不仅是我们的严师，更像我们的慈父。我性格比较内向，

不善言谈。从 2008年开始，每次对外技术培训李老师都会叫上我，并鼓励我开

口讲。在他的引导下，我的能力不断提高，先后在邢台、石家庄、秦皇岛等地

独立开展技术培训上百次。在生活上，李老师也总是为我们着想。我一直在基

地的宿舍住，孩子跟着奶奶在农村生活。他每次来公司都会劝我赶紧在县城买

个房子，方便孩子上学，如果钱不够他帮着凑。 

李老师常教导我们，搞科研不能纸上谈兵，要真刀真枪解决生产一线的实

际问题。2013 年 4 月 19 日，正值果树的盛花期，石家庄以南，包括邢台，突

降大雪。在保定上课的李老师得到消息后，立刻给我打电话，让我“摇树除雪、

熏烟防霜、霜后及时补充营养”。天刚蒙蒙亮，他又开车来到了绿岭。当年河

北省中南部核桃几乎全部绝收，但李老师指导的绿岭基地却几乎没有减产。 

在他的影响下，我们也把研究的课题聚焦在生产一线。以前核桃树修剪是

在秋季和冬季，但秋季修剪不利于树体营养积累，冬季修剪会引起养分流失。

师弟汤轶伟经过反复研究，将修剪时间确定在春季核桃树发芽前的 20天以内，

避免了因剪枝时间不当造成树势衰弱。 

当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得到应用，看到果农敬佩和感激的眼神时，我们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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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体会到，山区、基层有我们学子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我的老家在平原地区，

小时候根本没见过核桃树。在李老师的指引下，我不仅爱上了核桃，还留在了

山区，并成为邢台市市管专家，荣获了河北省农村拔尖人才等多项荣誉称号。

在李老师教过的学生中，像我一样扎根山区、服务基层的还有很多。 

李老师，您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还是我们人生的引路人。我们一定会把

您的精神传承下去，努力成为和您一样的人，帮助更多的百姓脱贫致富！ 

我和保国的三个家 

河北农业大学研究员  郭素萍 

我和保国是大学同学，我们 1981 年结婚，一起生活了 35 年。我和他既是

生活伴侣，也是工作搭档，这些年，我陪伴着保国几乎走遍了河北的山山水水。 

像许多夫妻一样，我们也很用心经营自己的家。不一样的是我们有三个家：

一个是城市里的家，在保定河北农大家属院；一个是山里的家，在各个帮扶基

地；还有一个是流动的家，就是常年穿梭在山地平原之间的那辆越野车。 

80年代初，山里的家是我们的生活中心，常年住在村里，生活比较艰苦，

没水没电，经常干粮就咸菜。当时为了不分心，我们把城里的老母亲和一岁多

的儿子接到村里，一住就是 4 年多。那时我们搞的课题是“小流域综合治理”

研究，村民们都管我们的儿子叫“小流域”。有一次，学校领导来我们科研点，

走的时候，儿子爬上了车，死活不下来，哭着喊着说：我要回保定，我想上幼

儿园。可当时实验离不开，我还是狠着心，把孩子从车上硬拽了下来，紧紧地

把他抱在怀里。 

近年来，精准扶贫战略实施后，慕名来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保国帮扶的地

方也越来越多，常常开车奔走于各地，帮扶基地的家我们住得少了，在车上的

日子越来越多了，一年行程约 4万公里。他开车，我坐在旁边，替他接打电话，

安排工作，联系事情。有时看他累了，陪他聊聊天，喝水、吃药、中午休息，

都是在车里。一些常用物品，雨鞋、草帽、衣服、工具包等，把后备箱塞得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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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的，车成了我们流动的家。 

比较起来，在保定市里的那个家待得最短。2016年春节前，我俩回到保定

的时候是腊月二十九，想准备准备年货，第二天过个年三十儿。可是我俩忙得

都不知道，今年没有年三十儿，看着家里清锅冷灶啥也没有，我心里一阵难受。

最后，还是我们亲家打来电话，让我们去他们那里过了个除夕。我想初一总不

能还在人家过吧，就张罗着去买点肉馅想包顿饺子，可是附近卖菜卖肉的摊贩

早就都回家过年去了。 

三十多年来，我们在三个“家”之间来回奔波，结婚这么多年，保国因为

太忙，常常顾不上家里的事。我前后两次做手术，他都不在身边，连手术签字

都是同事代签的。去年在“燕赵楷模”发布厅录制现场，他对主持人说，这辈

子最愧对的就是老婆和孩子！ 

别看家里的事他顾不上，可保国也有温情的一面。对老人，他特孝顺。保

国的父母在农村，看病吃药他都让村里先记账，过一段我们就去结账。我父亲

今年已 85岁高龄，保国去世的消息一直瞒着他，因为他和保国的感情很深。对

晚辈，他特慈爱，2012 年我们的小孙子出生，保国喜欢得不得了，只要在家，

有时间就陪小孙子玩，孩子跟爷爷的感情也最深，爷爷一回家，就谁也不找，

只让爷爷抱。我们夫妻间，别看他脾气急，说话冲，但对我是从心里惦念着，

我俩过马路时，他都会拉着我的手，说“慢点，看车”。我和他个头差不多高，

下雨天外出，只有一把伞时，他都是伸着胳膊撑着伞，把我遮住，自己淋着。 

保国身体底子很好，可常年往山里跑，生活不规律，超负荷工作，身体越

来越差。1998 年，患上了糖尿病。2007 年，在张家口黑龙山林场，平时上山总

是走在前头的他，突然觉得憋气，嘴唇发紫，也就在这次，被确诊为疲劳性冠

心病，心脏造影显示他 75%的血管狭窄，连心脏支架都做不了，只能做搭桥，

但医生说做搭桥后，需要休养，干不了事，所以他坚决不做，采取保守治疗。

一般医生讲解病情都不让患者本人在场，为的是不增加患者心理负担。但是我

们家不一样，我特意叫着他一起听，就是希望医生能帮我劝住他，把节奏慢下

来，稍微休息一下，别再这么拼命。可他不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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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保国出国考察，我给他买了一件大红色的冲锋衣，他问我，干嘛

买个红的。我说，红色显眼，在果园丢了你，好找！今天，那件红色的冲锋衣

还在，保国却丢下我，走了。 

保国，多想和你再去岗底看苹果，多想和你接着在车上聊绿岭核桃，多想

咱家再吃一顿团圆饭，多想看到你再抱抱我们可爱的小孙子。保国，我想你！ 

民心深处有丰碑 

河北广播电视台驻石家庄记者站站长  于良 

苹果花开的季节，李保国走了，走得让人牵肠挂肚！ 

2016 年 4 月 12 日，李保国教授遗体告别仪式在保定市殡仪馆举行。那天

清晨,天公落泪，古城含悲，殡仪馆大厅内外聚满了人群。他曾经帮扶过的邢台

县浆水村的农民都要来参加告别仪式，村干部给大家做工作，最后选了近 70

名村民代表。乡亲们眼含热泪说：“李老师引领我们发家致富，我们一定要来

送他最后一程！” 

李保国去世后，他的手机还不时地传出老乡们的声音：“李老师啥时候来

俺们村作指导啊？” 

山区百姓盼李保国，是因为在他们眼里，李保国没有架子，是个“农民教

授”，能和他们打成一片，手把手地教他们，从没有嫌麻烦。多年来，李保国

举办不同层次的培训班 800多场，培训人员 9万多人次，创新推广了 36项农业

实用技术，帮助山区农民实现增收 28.5 亿元。 

在李保国的心里，农民的事儿比什么都重要！ 

去年 12月初，李保国正在邢台市做课题研究。一天晚上，前南峪村的农民

给他打电话咨询果树冬季剪枝问题，听说他在市里，就邀请他去村里作指导。

本来他的时间安排得很紧，而且从市里到村里，打个来回得半天工夫，但面对

老百姓的邀请，他爽快地应了下来，说第二天上午一定挤时间过去看看。可是

第二天一大早，起了雾，高速路封了。随行的人员都劝李保国说：“高速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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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啥时候开，别去了吧？”李保国摇摇头说：“村里知道我今天上午过去，

肯定都等着呢，不去怎么行，还是绕道走吧！” 

在他的指引下，三拐两拐，车子驶上一条窄窄的路，到村里的时候，比约

定的时间晚了将近一个小时。一下车，李保国就冲着等在地里的果农们大声说：

“今天雾大，高速路封着，国道又堵车，来晚了，实在对不起啊！”诚恳地道

歉后，他才拿起工具，教大家怎么操作。 

不管是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只要农民有需要，李保国都会热心帮助。 

在他的手机通讯录里，有很多这样奇怪的名字：“井陉核桃”“曲阳核桃”

“江苏核桃”“洛阳高核桃”“平山苹果”“宁夏苹果”等等。原来，这些都

是全国各地的农民给他打电话咨询事情，又没有说清楚他们叫什么，所以李保

国就先这么存了起来，方便随时指导。 

35年来，李保国带领他的团队，打造了前南峪模式、岗底模式、绿岭模式、

葫芦峪模式，探索出了一条生态改善、产业发展、农民脱贫致富的山区发展之

路。 

这两年，河北省全面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举全省之力打好

脱贫攻坚战。李保国更忙了。很多地方慕名找到他，给他们的乡镇、村庄作规

划。他能多去一个地方，绝不少去一个。 

有一回，在石家庄，他一天之内转了 4000亩苹果园。他说：“通过我的技

术，早一年进入盛果期，一亩地可以增收 4000斤苹果，按一斤苹果卖两块钱算，

一亩地就能增收 8000 元，4000 亩地是多少啊？3200 万。我一个人辛苦一天的

事儿，多值！” 

这两年，李保国一直在谋划运作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就是把太行山区的

农业企业进行大联合，充分发挥各个企业的优势，每个企业专做一项产业，以

此打造太行山区的农业航母。 

为了百姓早一天脱贫，他像个“拼命三郎”，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仅从 2016年 1月到他去世的 101天里，外出的时间就达 62天，行程 7860公

里。石家庄、承德、张家口、秦皇岛、唐山、保定、邢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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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支撑他心系太行、立志扶贫、为山区群众脱贫致富操碎了心？是什

么支撑他不顾病体、一年行程 4 万公里、200多天扎在农村？是什么支撑他 30

多年如一日埋头耕耘、淡泊名利、不图回报？ 

是信念的力量，他的信念就是让贫困农民尽快富起来、让老百姓都过上他

们向往的好日子！ 

一个专家教授，有如此一门心思干事的苦干实干精神，有如此一心一意为

民的百姓情怀，有如此一尘不染做人的高尚情操，百姓又怎么能不爱戴他、不

尊崇他呢？ 

百姓们说，李老师没有走，这漫山的苹果树、核桃树，都是他的心血和汗

水化成的。他，在人民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