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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共产党员，一个知识分子，要有效地、深层地

服务社会，实现自身价值，仅有梦想和深情，是远远

不够的！

首先，必须具有精深的专业技能。李保国，先学蚕

桑，后来改学果树栽培。从板栗、苹果、核桃，到红

树莓；从小流域治理、中区域规划，到整个太行山设计，

他一直在学习，并最终成为一位知名专家。

但是，仅有精深的专业知识，仍是不够的。客观地说，

像李保国教授这样学问精深的教授，为数不少。但是，

有些人只是滞留在书房里、实验室里或城市里。他们

没有像李保国那样，揣着梦想和深情，穿着胶鞋和背心，

双脚走进大地，胸膛贴紧大地，与现实结合起来。

现实是什么？是这片仍然贫困，却充满勃勃生机的

深厚土地；是这个多有遗憾，却正在全面改善的社会

生态。



这，就是我们的国情！

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和最终选择。

面对这个现实，我们必须清醒，必须自信，必须

主动！

李保国，正是 30 多年如一日地投身太行山，投

身到这块广袤的、遍布片麻岩的现实土壤里，才培育

出了我们大家享用的优质苹果和薄皮核桃；才使自

己的 28 项山区开发成果、36 项实用技术得以推广；

才使 140 万亩穷山变成了花果山 ；才探索出了一条

科技扶贫、精准扶贫的“太行山道路” ；才走出了

一条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与现实相结合，并实现自身

价值的金光大道和必由之路！

谨以此书，向伟大的李保国致祭，致敬！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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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HAN JIAOSHOU

多年从事文字工作，总感觉应该多食用一些润心、补

脑的果品。于是，便格外喜欢苹果和核桃。这两位君子，

是家里最常见的客人。

不唯我，相信世人大多如此。因为苹果是全球公认的

四大水果之一，而核桃是世界四大干果之一，形似大脑，

寓意聪慧，含磷多钙，老幼皆宜。

说起来，这些年，对于苹果和核桃，我曾有过一段特

殊的情感变迁。

20 世纪 60 年代末，我出生在偏僻的农村。小时候，

只是从电影里见过苹果。直到 10 岁左右，父亲才从城里

带回一个真品。家里人多，个个馋涎欲滴，父亲便用刀把

苹果切成橘子瓣大小，按人头分。含在口中，慢慢地品味，

真是甜润爽口，宛若仙果。

长大后，随着饮食丰富，却渐渐感觉苹果变味儿了，或

松软如沙，或生硬酸涩，失去了最初的美魅。别人告诉我，

那是因为传统的苹果品种老化，且不宜存放。

常常的，我看着这种为全人类带来爱情、和平与梦想

的第一水果，感觉这世界在变味儿。就像现实，远没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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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那么美妙。

让我意外的是，近些年来，那种童年的苹果，竟然回

来了，真的回来了。

我居住在冀南的一座城市里。这些年，市场上颇流行

一种浆水苹果，个头大大的，浑身彤红，脆爽而甘甜。一

年四季，皆如此。虽然价格略高，但那是我们的幸福生活

和生命质量啊！

核桃也是如此。

在千年历史里，在我们的生活中，核桃从来生硬，如

顽石，如铁蛋。食用之前，用门轴挤，用锤子砸，咔嚓一

下，玉石俱焚，仁和壳掺杂一起，满口碎碴儿。我常常想，

什么时候能享用一个完整的核桃仁呢？

实在没有想到，这些年，薄皮核桃竟然出现了。两手

轻轻挤压，一声脆响，核桃便咧开了嘴巴。沿缝掰开，一

颗完完整整、肥肥胖胖的核桃仁儿便跳进了嘴里。满口脆

甜鲜香，山野气息漫溢。

在享用美味的同时，我不由得赞叹科学技术的神奇，

竟然能把果木驯化得如此听遂人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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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我去邢台县浆水镇前南峪村一带采访，这是浆

水苹果的生产基地。在那里，我听说了一个名字——李保国。

当地人告诉我：正是他，培育和推广了这个品牌。

后来，我又到灵寿县的深山里做客，那里植有薄皮核

桃。我再一次听说了这个名字，因为，这种名曰“绿岭”

的尤物，竟然是他的专利。

我陡然产生兴趣：李保国，是一位什么人呢？

上网查询，得知他是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可再看他的长相，头发稀疏蓬乱，面皮黝黑粗糙，衣着土

里土气，特别是唇上的一丛胡子，更是地道的农民形象。

可，就是这样一位农民相貌的教授，竟然用点石成

金之手，改变了苹果、核桃的命运，改变了山区农民的

命运，改变了太行山的命运。他把一片片亿万年来寸草

难生的贫瘠荒山，变成了美丽富庶的花果山。从此，一

簇簇闭塞贫困的小山村被点亮，一个个饥肠辘辘的家庭

奔向了小康……

我顿时肃然起敬。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难

点在农村。而农村脱贫致富，重点、难点在山区。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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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保国在太行山区取得的科技扶贫成果，为我国农村扶

贫工作提供了最鲜活的样本。

我打算认识他，写写他。

太行山区的绿色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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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便与河北美术出版社的编辑进行沟通，并立项。

可当我们千方百计地通过保定市的朋友联系到李保国

教授时，他却不愿见面。

我有些意外。这些年，由于有一些虚名，通过各种关

系，邀约我写作的典型人物太多了。我主动地请求采访一

个人，这是第一次。却，遭到了拒绝。

失望之余，仍是不甘心。

2016 年春节过后，我们再次通过省教育厅一位领导，

从中沟通，希望能够采访他。

李保国，终于答应考虑一下。

于是，我们便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一个多月后的 4 月 9 日，消息终于传来。却，仍是冰

凉如铁。

原来，李保国经过再三考虑，还是选择了拒绝。他的

理由很简单：不想出名，也没有时间，有时间还不如走几

家农户。

我失望至极，简直有些气恼了。

那一夜，我把电脑里搜集的关于他的资料全部删除。

是啊，吃鸡蛋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执意认识母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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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一早，我的电话响了，是出版

社的编辑。

电话里，她低沉地说：“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李

保国老师去世了，就在今天凌晨！”

我万分惊讶：“什么？他不是刚刚 58 岁吗？”

…… ……

那一天，我枯坐桌前，陷入了深深的焦虑。看着桌上

的苹果和核桃，眼前又浮现出那个人的形象，微笑，倔强，

古怪……我实在看不透这个人！

保定悼念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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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2 日，是他的追悼会，遗体当天便要火化。

一时间，我下定决心，马上出发，赶往保定，拜谒李

保国！

那一天，无风，微雨，浓雾重重，似是老天的悲心。

位于保定市东南隅的殡仪馆内外，人山人海。人们默默行

走，默默流泪。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吊唁的人！

让我意外的是，他的遗体前，60 多位博士生和硕士生，

跪倒在地，悲痛欲绝。

旁边有几组拉着吊唁条幅的农民。其中一个，名叫

浆水的老乡自发赶来送李老师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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