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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李学林：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
员，第十二届云南省政协常
委，九三学社云南省委会主
任委员。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院长，博士生导师，云南农
业发展智库首席专家。

农 者 ， 天 下 之 本 也 。
“三农”工作事关国之命
脉、民之根基。研究农业
的专家往往是“操的心，
比天大”。

30 多年来，从微观的
果树种植、良种培育、技
术 科 普 等 细 碎 的 日 常 工
作，再到云南粮食安全 、
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农业
生物资源开发、科技扶贫
及生态安全等宏观课题的
研究，李学林在农业科研
领域潜心耕耘，以实际行
动诠释着科研工作者的责
任与担当。

李学林说自己是幸福
的，因为他脚下的云南这
片红土地，拥有得天独厚
的自然条件，有着低纬高
原光热、立体气候、生物
资源、绿色生态环境等比
较优势，蕴含着无限的潜
力与希望，是农业科技工
作者开展科研的天堂。而
如何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让农民们真正地
富起来，是李学林孜孜不
倦的梦想与追求。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
们渐渐从李学林身上读懂
了那份国之大者的责任感。

眼下，他正忙着全省
各地地理标志培育科技服
务培训指导工作，“地理
标志农产品是高原特色农
业中最具品牌价值、最为
亮丽的部分，代表着农业
产品特异化、高端化的发
展方向，是真正可以让农
产品卖出好价钱的有效手
段。”

繁霜尽是心头血，散
向千峰秋叶丹。随着乡村
振兴号角的全面吹响，这
位云岭追梦人又出发了！

云岭追梦人
记者 吕金平 通讯员 李茜茜

深冬时节，位于云南省景谷傣族彝族自
治县凤山镇顺南村的几千亩茶园长势喜人，
绿意葱茏，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搭乘“科
技兴农号”列车，这里的景谷大白茶远销各
地，撑起了茶农们乡村振兴的新希望。

这辆“科技兴农号”列车的领航者，是
云南省农科院院长李学林。6年前，他所在
的省农科院结对帮扶顺南村，从此一系列科
技示范扶贫、教育培训扶智等项目在这个村
落地实施，通过产业与科技触电，当地曾经
荒废多时的茶山茶园重新焕发新机，走出了
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11月上旬，记者走进省农科院，与这
位学农爱农为农，矢志不渝在云岭农业科技
领域耕耘30余载的智慧学者深入对话，倾
听他内心深处的现代农业梦。

“我来自农村，是农民的儿子，发挥自
身所长，用科技的力量帮助乡亲们富起来，
让农村的产业强起来是我的责任和使命。”
眼前的李学林，西装笔挺，踏实沉稳，一看
就是位学者。交谈中，他对云南省生态保
护、科技创新和农业特色产业发展等课题都
有着独特见解。那三句不离“农”的话里话
外，透露出他牵挂的四时农事和田野家乡。

■ 梦想萌芽于田野

1966年 6月，李学林出生于富民县东
村镇一个农民家庭。同每一位60后一样，
他身上带有新中国成长初期特有的激情与
朝气。

“我的家乡是一个红军长征经过的地
方。”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进入云南
境内，决定西过普渡河从元谋龙街北渡金沙
江。当红六军团十七师经过富民县东村镇小
松园时，与敌军发生遭遇战，以伤亡60余
人的代价，歼敌200余人。而一些受伤来不
及撤走的战士，就被东村村民悄悄收留。

往后的岁月中，幸存下来的几名红军战
士悄悄潜入当地继续开展革命斗争，直到
革命成功。小时候，李学林经常听父母讲
起红军战士，说他们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
第一，最苦最累的活抢着干，把粮食分给
困难群众吃，一心一意为穷苦人打天下、
为人民谋幸福。

“革命战士身上艰苦朴素、勤奋向上、
乐于奉献的精神，是我最早的人生启蒙教
育。”如今在李学林的家乡，还建有“红军
长征小松园战斗纪念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每天放学回家就
打猪草、捡木柴。农忙时节，还下地干活，
播种、插秧、拔草、割稻谷，我样样都
会。”但令李学林困惑的是，那个年代，农
民辛苦种地却吃不饱饭。“作为农民的儿
子，我下定决心，一定要通过知识改变命
运，让全村的乡亲吃饱吃好。”

从此，广袤农村成了李学林的学习天
地。小学起，上学路就是2公里。每天上下
学路上，伴着山川河流，李学林常常放声背
诵课文。饭余课后也是书不离手，田间地头
到处是他学习的身影。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2年，初中毕业
的李学林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高中。高中
三年，他更是起早贪黑地学习，成为全县乡
村中学考取大学的三名学生之一。他埋头苦
学的事迹至今还在家乡传颂。

谈起选择农业大学的初衷，李学林引用
了艾青的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
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只有真正从农村出来的人，才会真正了
解过去的农村有多贫困，了解农民有多善良
纯厚，了解他们想过好日子的渴望，那是上
代人的集体记忆，更是这代人奋发的初心。

从云南农业大学毕业后，李学林被分配
到云南农科院园艺作物研究所，从事果树资
源管理及参与野外资源调查。

“那是真正为群众干实事的一次工作历
练。”刚参加工作，李学林就参与了所里的
科技扶贫工作，来到了丽江市宁蒗县新营盘
乡林科所驻村。

“当时去的是云南高寒山区，宿舍没
电、没厕所，条件艰苦。”当地的贫困状况
令他揪心——

“记得走访一户农户正值寒冬，那家一
个六七岁的孩子穿着单薄，冻得瑟瑟发抖，

我当即就把身上的毛衣脱给他。”这些景象
让李学林更加卖力地蹲点调研、研究技
术，最终找到了高寒山区产业结构性调整
的关键技术。他手把手教会当地村民，成
功为当地建成了宁蒗苹果品种园和一批示
范基地，培养了一批科技骨干和种植户，增
加了村民收入。

正是那次驻村经验，让李学林意识到：
“农业要发展，科技是关键。乡村要振兴，
科技是动能。让科技之光照亮地头，希望田
野才更有希望。”

一次彻悟，便是一生热爱。此后很长一
段时间，李学林与老一辈农业科技工作者一
起，在工作岗位上默默奋斗，参与并见证着
云南农业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

■ 用科技造福乡亲

从景谷县城往东走60公里，沿途层叠
的茶园映衬着蓝天白云，美不胜收，一个世
外桃源般的村落——景谷县凤山镇顺南村随
即映入眼帘。

2015年起，脱贫攻坚战在中国大地全
面打响。李学林所在的省农科院结对帮扶顺
南村。

回想起初次踏入顺南村的情景，李学林
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村里的泥巴路混着
猪粪牛粪，村民大多住在土房或木板房里，
环境脏乱差，满山的茶园纷纷抛荒，全村人
口有近一半长期外出打工，是典型的‘空心
村’。”

面对全村523户2180贫困人口，无村
集体经济、产业空心化，人均纯收入仅
2000多元的情况，李学林勉励同事：“农科
院有理论、有技术、有品种、有资源，更重
要的还有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科
技人才队伍。帮助农民脱贫，还有谁比我们
更合适？我们应该成为一线主力军！”

要发展致富，迫在眉睫要解决的首要问
题是：发展什么产业？农民们应该种什么？

李学林带着省农科院工作团队一竿子插
到底，入户走访、实地调研、梳理产业……
认认真真地完成着每一项工作。

“只有切切实实地弯下身子，真心实意
贴近群众，才能摸清实情，把自己所学的科
学技术与顺南村实现有效对接，才能发挥技
术人员应有作用。”

对自然条件、产业布局等情况分析后，
李学林团队找到了症结：新技术新品种普及
率低，没有形成生产优势；茶产业管理、销
售处于起步阶段；缺技术缺信息……

他们开出了“药方”：应当以茶叶、烤
烟和粮食作物提质增效，林下药材、养蜂、
种养结合等工作为重点，以培养专业合作社
和技术技能培训为抓手，把资源优势转化为
产业优势。

随后，推广良种示范田，培育发展林下
种植，实施茶产业六大改造工程、建设“云
南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产业 （景谷） 试验
站”……一系列科技扶贫项目在顺南村落地
实施。

最早感受到变化的是李学林结对子帮扶
的“亲戚”——顺南村胡家小组的胡先能
一家。

结亲后，李学林与他约法三章：饮食
上，保障口粮生产不买粮食吃；产业上，养
猪养蜂，管好茶园；生活上，房前屋后种植
洋丝瓜和木瓜，进行家庭收支记账。“这么
做是让他行动起来，思想上有脱贫动力，手
里有脱贫方法。”

实际帮扶中，李学林为他免费提供优良
种子，手把手开展养蜂和茶叶技术指导，自
掏腰包为其买了两头仔猪、配齐必要生产工
具，还为其搭建了电商销售平台。

到了2018年底，胡先能一算：家庭收
入仅是农产品这块就突破了10万元，当即
乐开了花。

景谷县于2019年 4月脱贫。如今，胡
先能家盖起了新房，买了汽车，日子过得有
滋有味。说起今天的好日子，胡先能由衷地
说：“多亏了党和政府的扶持，多亏了省农
科院的专家们和李院长的真情帮助啊。”

如今每每临近春节，胡先能总会打来电
话，邀请李学林去家里吃杀猪饭。

自脱贫攻坚号角吹响以来，李学林就向
群众公布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带着产业扶贫
技术组跑遍了88个贫困县；

他率领九三学社云南省委会的社员专
家，为曲靖市会泽县田坝乡李子箐村投资建
设了“农村重楼银行”等项目，书写了当地
小康新传奇；

他率农业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组织开展
农业实用技术现场培训，培养出一批批农业
产业致富带头人；

他创新“生态修复+产业+科技脱贫”、
嵌入型新兴产业扶贫、特色高效经济作物种
植等发展模式，让科技成果惠及万千群众。

正是有了科技的注入，在高寒山区，维
西食用菌、特色蔬菜、中药材等产业渐成规
模，宁蒗“小凉山”苹果香飘四方；在怒
江，“草果+中草药”“草果+羊肚菌”等草
果立体复合种养模式实现亩均综合效益增加
40%以上，带动3.7万名建档立卡贫困户脱
贫……

■ 翻山越岭入基层的常态

优良生态、立体气候、生物多样性……
云南是公认的农业大省，但并非强省。

多年来，云南省委、省政府把农业放在
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地位，聚焦高质量发展
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

大力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打造世界一
流“绿色食品牌”是当前云南实施乡村振兴的
重要抓手。

多年前，较早提出“特色产业”这一概念
的，便是李学林和他的同事们。

“省农科院作为省政府直属的农业科研机
构，一直承担着全省全局性、关键性、战略性
重大农业科技问题的研究任务和决策咨询服
务工作。”2000年 4月，李学林调任院情报
所 （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 任副所长。他
率领研究团队，对农业经济、农业工程咨
询、产业经济发展规律、产业政策研究等领
域展开研究。

翻山越岭入基层成为李学林的工作常态。
“那时每年2/3以上的时间都在外边搞科

研，根本顾不上家。”在大部分人眼中，做科
研是一项坐冷板凳的苦差事。但李学林却以苦
为乐，一头扎入科研理论研究的浩瀚海洋。

此后10年间，《云南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经
济与政策创新研究》《云南省粮食安全综示区
建设及实施方案研究》《云南省优势特色产品
区域规划》《云南与东盟农业合作研究》等30
余项重要农业经济项目研究相继问世，为云南
省农业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其中最让李学林自豪的，是2002年开展
的“云南特色农业发展及对策研究”项目。

“现在看起来，这些成果指导了云南20年农业
的科学发展。”

“这个研究率先在全省引入并系统阐述了
特色农业、优势农业的概念、内涵、外延及主
要特征，构建了云南发展特色农业的思路、原
则、目标，支撑了全省首部农业发展战略研究
专著的出版，引起了省政府重视，直接用于指
导云南特色农业规划和政策制定。”

往往志在巅峰的攀登者，不沉醉于沿途的
风景，而是习惯归零再出发。

过去一年，为开展民族地区和边境一线地
区特色产业模式研究，李学林踏遍 16个州
市，深入近60个县调研。

“深入分析了每个民族聚居区域的自然条
件、农业产业发展水平及科技水平状况，从农
业产业培植的角度和科技普及要求，针对每个
区域、每个民族开出了产业发展‘处方’，形
成了一套产业发展科普丛书。这套书用各民族
语言翻译出来，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直接观
看视频，很方便的。”

李学林开心地展示着他近来的科研成果，
语气中有不加掩饰的兴奋。他身后的书架上，
一摞摞的科研论文，一本本的科研著作，一面
面熠熠生辉的奖牌，却平静无声地展示着他的
学者担当。

■ 政协口碑

李学林是名老政协。每当记者在农业领域
有采访任务，省政协领导都会推荐他。“‘三
农’方面有什么问题，找李委员准没错！”

口碑背后，是李学林日复一日地履职尽责
与夙兴夜寐地潜心钻研。细数这些年的建言成
果，既见高度又散发着泥土的气息，蕴含了专
家学者的专业智慧，更饱含了“懂农业、爱农
村、爱农民”的“三农”情怀。

让李学林倍感欣慰的是，去年全国两会他
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云南高原河湖流域经济
绿色发展的提案》，得到国家相关部委重视。

“科技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等6部委都对
提案进行了很好的回复。”李学林说，这对他
作为政协委员坚实履职是一种鞭策。

多年来，李学林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高原特色重点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及科技创
新等方面形成的或提案或报告，或源于自身
实践，或形成于多年专业研究，或应用于当
下现实需要，提交后都很快得到了立案、回复
和落实。

“大力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是云南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今年全国两会
上，李学林把关注重点放在了支持西部地区加
快农产品仓储冷链物流体系建设以及智慧乡村
建设这样的具体问题上——

“当前农业‘最先一公里’的关键，是加
快仓储、装备与保鲜技术的协同研究。”“通过

‘软硬’兼施、信息化驱动，共同解决目前全
省农产品流通销售的‘卡脖子’问题。”

现实中，李学林与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故事
仍在书写……

李学林：把论文写在红土地上
本报记者 吕金平 通讯员 李茜茜

20212021年年66月月1616日日，，李学林在云南省政协十二届二十一次常委会会议上作大会发言李学林在云南省政协十二届二十一次常委会会议上作大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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