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 考 的 脚 步 越 来 越 近 。 在 景 德 镇

市，有一位扎根教育事业整整 30 年的老

师，用细致入微的爱与毫无保留付出，给

即将走进高考考场的孩子们，留下了珍

贵的记忆。

“我们的‘班草’今天脸色不太好，是

不是有人欠了你的钱没还呀！”“老师，今

天考试考砸了，心情不太好，晚自习我想

请假。”5月 25日下午，因为当天的考试成

绩不太理想，景德镇第二中学学生孙剑

（化名）脸上阴云密布。然而，在被班主

任徐铭华叫到走廊一番“调侃”后，孙剑

明白了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又重

新回到了教室。

“孩子们现在心理压力越来越大，我

不 能 让 他 们 带 着 心 理 问 题 过 夜 。”高 考

临 近 ，景 德 镇 第 二 中 学 高 三（3）班 班 主

任徐铭华，每天都仔细观察每一个学生

的“ 脸 色 ”。 一 旦 发 现 哪 个 学 生 情 绪 不

好 ，他 就 会 耐 心 地 和 学 生 拉 家 常 ，深 入

了解学生的所思所想，及时为心理压力

过 大 的 学 生 进 行 心 理 疏 导 ，做 学 生 的

“知心朋友”，引导学生以积极向上的心

态面对高考。

“徐老师对我们的爱与责任，都藏在

他的风趣幽默里。每当我们在学习和思

想上感到迷惘时，他就像一盏明灯给予

我们指引。”对于徐铭华的苦心付出，孩

子 们 深 深 记 在 心 里 。 喜 爱 文 学 的 孙 剑

说：“即将毕业之际，我想代表全班同学

对徐老师说——青春那么短，感谢遇见

您。”

徐铭华是景德镇第二中学一名从事

物理教学的中学高级教师。从教 30 年

来，一直担任班主任的他，秉持“厚德博

学，教书育人”理念，眼中有学生，心中有

大爱，带领班级教师团队协作进取、顽强

拼搏，培养了很多品学兼优的学生。作

为江西省中学物理奥林匹克教练员、江

西省首批骨干教师，徐铭华培养的许多

学生先后在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全国

高中应用物理知识竞赛等全国学科竞赛

中取得良好成绩，并被保送清华大学、中

国科技大学等知名高校。

“徐老师家离学校比较近，以前我经

常到他家蹭饭吃，他女儿的零食，我也没

少吃。”因物理竞赛成绩优异被保送中国

科技大学的徐梓贺，在美国佐治亚大学

获得全额奖学金并已博士毕业。在与记

者连线时，徐梓贺对徐铭华幽默风趣的

授课方式，以及对其的关爱、引导记忆犹

新。徐梓贺说：“徐老师带给我的不仅有

物理知识，还有对自然现象保持好奇而

又严谨的态度、直面困难不失信心的勇

气。”

徐铭华的同事方慧琴告诉记者，从

教 30 年，担任了景德镇第二中学科研处

主任的徐铭华，还大力推动教师专业培

训和教学科研攻关工作，促进了一大批

中青年骨干教师的成长。在 2021 年教育

部“基础教育精品课”和江西省“基础教

育精品课”遴选中，景德镇第二中学共有

11 节课入选，在全市名列前茅。因贡献

突出，徐铭华先后获得了景德镇市教育

系统优秀共产党员、景德镇市优秀教师、

江西省科技教育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察言观色的“知心朋友”
——记景德镇市优秀教师徐铭华

本报记者 王景萍

今年 54 岁的卜荣仙，从新钢公司动力

厂退休后，本可以在家享受闲适的退休生

活。但是，她却把更多精力放到志愿服务

上，带领新余市渝水区爱之缘志愿者协会

的志愿者，帮助留守儿童、孤寡老人、残疾

人和低保户。

帮扶对象眼中的知心大姐

“兵华，我们来看你啦。”4 月的一个清

晨，卜荣仙早早起床，到市场上买好水果糕

点，和协会志愿者一起，去看望界水乡黎家

坊村的罗兵华。

17 年前，罗兵华因一场车祸导致高位

截瘫，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饮食起居全靠父

亲照顾。这场变故曾让他万念俱灰，对生

活失去信心。“有事都憋在心里，整天闷闷

不乐。”父亲罗时来回忆道。

直到 2014 年，卜荣仙走进罗兵华的生

活，经常帮他洗衣做饭，陪他聊天解闷，逐

渐融化了他冰封的心。“她就像一位知心大

姐，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罗兵华感激道。

由于罗兵华几乎无法下床，卜荣仙叫来电

工和焊工在房顶上安装滑轨，做成一个电

葫芦移动架。只需按下按钮，罗兵华就能

被缓缓拉起并移动到轮椅上，方便又省力。

“这么多年来，卜大姐有空就会来我

家。有时看到父亲干农活，她也会热心帮忙，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希望。”罗兵华感动道。

留守孩子心中的“妈妈”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4月

19日晚，卜荣仙家里欢笑声一片。晓宇（化

名）是一名患有脑瘫的留守儿童，也是她帮扶

多年的对象。这天，卜荣仙把晓宇从学校接

到家中，给他过生日。订生日蛋糕、张罗一桌

子饭菜……整个下午，她忙个不停，又乐在其

中。“只要孩子开心，这点辛苦不算什么。”

在爱心帮扶的路上，卜荣仙格外关注

困难家庭学生、农村留守儿童、孤儿的成

长。2015 年以来，卜荣仙带领协会志愿者

开展“把爱带回家”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

活动，走访慰问留守儿童百余名，并前后照

顾了 9名孤儿，让他们感受到特别的温暖。

将爱像种子一样播撒出去

2013年，一次偶然机会，卜荣仙参加了

新余市红十字会组织的敬老院志愿服务活

动，老人满意的笑容深深打动了她，欣慰感

和满足感油然而生。“那一刻，做志愿服务

的想法在我心里萌生。”谈及做志愿服务的

初衷，卜荣仙说道。

从此，卜荣仙开始参加各种扶贫济困

活动。随着接触的困难群体越来越多，她

越发觉得自身的力量微小。“一个人的爱心

能够辐射的范围总是有限的，只有将爱心

像种子一样播撒出去，让爱的花朵遍地开

放，才能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

2014 年，卜荣仙和几名志趣相投的朋

友组建爱之缘志愿者协会，成员从最初的

3 人发展至如今的 500 余人，开展志愿活动

600余起，服务困难群体 1000余人。

“家人的理解与支持是对我最大的鼓

励，让我觉得做志愿服务是一件非常有意

义的事情。”卜荣仙说。一次次的热心帮

助，点滴细微的爱心帮衬，如同涓涓细流汇

成爱心洪流，温暖人们心田。

用爱点亮一盏灯
——卜荣仙和她的爱之缘志愿者协会

本报记者 邹宇波

“中国白莲之乡”广昌，依托“太空莲”

实现了从国家级贫困县向农业强县的蜕

变。目前，该县白莲产业综合年产值近 30
亿元，广昌“太空莲”种植区域更是覆盖湖

南、湖北、浙江、四川等地，占全国白莲主

产区种植总面积的 80%。“现在主流的白莲

种植品种，基本上都是太空莲 36 号或者它

的‘后代’。”广昌县白莲产业发展中心副

主任杨良波自豪地说。

莲瓣、莲蓬、莲子状的异形大棚，外形如

莲花绽放般的莲花科技博览园……驱车在广

昌县内游览，不时有莲花主题雕塑映入眼帘。

“莲是姚西村文化之魂。”广昌县驿前

镇姚西村党支部书记冯广容说，近年来，

姚西村以莲为产业核心，激活了乡村旅游

活力。据了解，姚西景区每年接待游客 20
余万人次，带动全村餐饮、民宿及白莲等

相关产品销售额达数千万元。

返乡致富这件事，姚西村驿莲小聚民

宿经营者赖平生深有体会。两年前，他还

是一名“广漂”。2020 年，姚西村旅游资源

整合基本成型，看到逐年增多的游客数量，

日益凸显的经济效益，赖平生心生归乡之

意。当年 5 月，他返乡盘下了现在这家民

宿。“我是楼上住宿楼下餐饮，致富顾家两

不误。”赖平生说，去年莲花节期间，15间房

天天客满，最高月营业收入达2.6万元。

而该县工业园区则是另一番盛况。在致

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厂房内，一瓶瓶以莲为主

要原料的饮料，正整齐有序地“走”下生产线。

枝繁巢暖引雁归。2012 年，看到白莲

产业发展前景的陈荣华回乡，投资 5 亿元

创办了致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广昌有了

首家绿色莲荷系列食品深加工大型食品

企业。如今，该企业已成长为江西省农业

产 业 化 省 级 龙 头 企 业 、国 家 高 新 技 术 企

业，年产值超 8000万元，带动周边 300余人

就业。目前，该县有白莲系列产品加工企

业 24 家、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8
家、深加工白莲系列产品注册商标 245个。

晚霞绚烂映天红。站在旴江镇青桐

村新建的高标准农田旁，广昌县农业农村

局 局 长 何 予 辉 指 着 一 望 无 尽 的 田 野 说 ：

“我们依托白莲产业优势，重点扶持种植

业 发 展 ，努 力 将 产 业 优 势 转 化 为 发 展 胜

势，已形成了春卖莲藕、夏赏莲花、秋卖白

莲、冬卖泽泻的产业循环发展模式，为乡

村振兴持续注入新动力。”

短 评
党的十八大以来，革命老区广昌

以“一颗白莲”为基础，逐渐将产业优

势转变成发展胜势，走出了一条属于

自己的苏区振兴发展之路。产业发

展旺了、经济实力强了、群众口袋鼓

了，广昌的新风貌新变化新成就，是

老区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努

力 建 功 新 时 代 的 又 一 个 鲜 活 事 例 。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了

广昌人民的新目标，不断书写苏区振

兴发展新的荣光。

老 区 新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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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职业是农民。”说这句

话时，张斌、方绍员和贺云鹏都为

自己是“新农人”感到自豪。

他们来自乡村，是当地农业生

产、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他们还

有一个相同的身份：江西“一村一

名大学生工程”毕业生。

在萍乡，有很多像他们一样的

“新农人”，得益于“一村一名大学

生工程”的好政策，接受高等教育

之后，扎根乡村，用青春和活力，在

希望的田野上，点燃梦想，点亮家

乡的乡村振兴之路。

拉起“生力军”

张斌是上栗县桐木镇雅溪村

人。4月 14日，记者走进雅溪村，看

到一片绿油油的油菜正随风摇曳。

“这是我种的20亩油菜，收割之后种

植小黑豆。”张斌告诉记者，小黑豆

能药食两用，在当地很受欢迎，是他

目前种植的主要作物之一，“我还掌

握了加工小黑豆粉的技术，这一项

的年收入能达到10万元。”

其实，除了忙于自己的种植业，张斌还有一个身份是上

栗县乡村大学生创新创业协会会长。得益于相关政策，

2017 年，张斌进入江西农业大学接受成人高等教育。经过

努力学习，进入了国家农民教育培训系统师资库讲师行列。

在农业部门的引导下，2017年 11月，张斌发起筹备成立

了上栗县乡村大学生创新创业协会。作为协会会长，张斌更

加感觉到当好政策宣传员、发展带头人、农技推广员的责任。

“目前协会有 350 名会员，主要任务是发挥集体的力量，

帮助大家解决在农业方面碰到的技术难题，在致富路上少

走弯路。”张斌说。

据了解，上栗县乡村大学生创新创业协会已培养高素

质农民 425 名，推荐骨干人员 7 人次参加省级、国家级专业

培训，推荐 3名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优秀“土专家”“田秀才”入

选国家农民教育培训系统师资库，成为名副其实的“田教

授”。“这些高素质农民都是农业生产的‘生力军’，我们注册

了‘栗之子’集体商标，在提供农业技术和农产品销售等服

务的同时，致力于打造自己的品牌。”张斌说。

当好“领头雁”

“大家好，这里是芦溪县农村电商直播基地，欢迎大家

的到来……”这是方绍员的直播开场白。记者在芦溪县农

村电商直播基地“红韵芦溪”宣风店，在这里一张桌子、一部

手机、一个支架格外显眼，蛋类、粗粮类、家禽类等农产品陈

列整齐，琳琅满目。

2015年 10月，在外务工的方绍员回到家乡宣风镇创业，

成立了媛员土特产加工坊，一心琢磨着如何将家乡的农产品

卖出去。她先是利用宣风镇优越的自然环境，在海拔 600 多

米的荒山上发展高山特色养殖，接着钻研电商销售门道，尤

其是直播带货的诀窍。“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手机是‘新农具’，

直播是‘新农活’，数据是‘新农资’，帮乡亲们解决农产品销售

问题，卖出一个好价钱，我责无旁贷。”方绍员说，经过在江西

商贸旅游学院电商专业的学习，她对未来的信心更足了。

7 年来，方绍员一步一个脚印，在自身事业不断壮大的

同时，带动乡亲们一起参与。

“这里养了 50 头黑猪和 500 只土鸡，去年的销售额达到

了 50 万元。”在一处高山养殖场，吐霞村村民余胜利高兴地

说，2020 年他在方绍员带领下进行高山养殖，通过直播带货

等方式销售，收益比原来好多了。

目前，方绍员带动成立了5个养殖合作社，打造了养殖、包

装、销售一体化电商服务产业。据了解，“红韵芦溪”宣风店在

2021年销售额达 850万元，带动 70余户农户年增收 5000元。

在村民眼中，方绍员成了带领大家增收致富的“领头雁”。

聚拢“接班人”

贺云鹏是莲花县路口镇湖塘村村民。2014年，在外闯荡

多年的他回到家乡。勤劳肯干，脑瓜子活，又得益于“一村一名

大学生工程”接受了成人高等教育，贺云鹏从流转土地种养开

始，到成立农业专业合作社，再到成立农业全程机械化农事服

务中心，在一个偏远的山村，开辟出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在贺云鹏的农业全程机械化农事服务中心，记者看到

20多台大中型拖拉机、全自动育秧机、插秧机整齐列队。

“农业机械主要由中心购置，操作手可以自己购置农机

入股也可资金入股，实现一人多设备、一机多机会，分享服

务中心的订单。每名操作手每年仅在与服务中心的联营

中，收入便可达到 7 万至 10 万元。”让贺云鹏最为自豪的，还

是农事服务中心聚合起来的 30多名农机操作手。

20 岁的刘建越去年加入农事服务中心，成为最年轻的

操作手。“没加入农事服务中心前，到处找活干。跟着贺云

鹏以后，学会了开拖拉机和插秧机，还能操作无人机，这样

的农民当起来挺有意思。”刘建越更满意的是团队的氛围，

“大家都是年轻人，容易走到一起，能学到很多技能。”

“现代农业，要靠机械化，更需要年轻人，我希望我们的

农事服务中心能越做越大，也希望能聚拢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当农业生产的‘接班人’。”贺云鹏说。

“莲”通致富路
徐立鸣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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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1 日，南昌市八一嘉实希望小学开展校园厨艺比

拼大赛，同学们采摘学校菜地的新鲜蔬菜进行烹饪，享受劳

动的快乐。 蔡铖歌摄

生产线上，一瓶瓶以莲为主要原料的饮料整齐有序地“走”下生产线。

5 月 27 日，在位于

上 饶 市 广 丰 区 的 江 西

捷 配 工 业 互 联 网 有 限

公司，工作人员在大数

据 中 心 进 行 订 单 指 挥

调 度 。 当 地 统 筹 发 展

数字经济，推进工业互

联网建设，构建以云计

算、物联网、大数据、机

器人等为基础的“先进

协 同 制 造 + 工 业 互 联

网 ”新 生 态 ，并 立 足 地

域 特 色 ，带 动 智 能 制

造 、数 字 农 业 、智 慧 文

旅等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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