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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三十年如一日，长期深入一线，
引进推广新技术，研究解决新问题；他
的足迹踏遍了永靖县的所有养殖场户，
为畜牧业增效、农民增收作出了突出贡
献，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
的成绩。他就是一直从事畜牧兽医技
术研究与推广工作的吴志仓。

1984年，以优异的成绩从甘肃省
畜牧学校毕业的吴志仓，放弃在省城工
作的机会毅然回到家乡，立志要为家乡
畜牧兽医事业服务。怀揣梦想的他发
现很多养殖场户由于防疫意识淡薄，措
施跟不上，导致动物疫病经常发生，造
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为了尽快改变
现状，他大胆探索，进行防疫制度改革，
组建防疫工作队，在全省率先推行动物
防疫双轨目标管理责任制，总结出的

“432”防疫工作新模式，调动了广大防
疫人员积极性，使永靖县动物防疫工作
走在了全省前列。

为了完成“标准化养鸡小区技术
模式研究与示范”项目，吴志仓白天
钻鸡圈观察，晚上看书看报学习相关
知识，以市场为导向，养鸡小区为依
托，通过引进高产优质品种，建设标
准化鸡舍，实行程序化免疫，使用全
价配合饲料，利用绿色环保添加剂等
健康养殖技术和先进的组织管理方
法，为提高养鸡水平和标准化生产奠
定了基础。

同时，为了加快永靖县畜牧业发
展步伐，增加农民收入，吴志仓上河
西、走临夏、跑白银，做了大量的调查
研究，把突破口放在暖棚养畜新技术
的引进推广上，在示范推广过程中，他
与技术人员一道吃住现场，全面负责
圈舍的设计、选址、建造和资金的落
实。他从种草养畜及农民培训入手，
以棚圈标准化改建和扩大扣棚面积为
重点，试验示范与推广相结合，开展了
整县连片的暖棚养畜及“五良”配套综
合技术推广，彻底解决寒冷地区“一年
养畜半年长”的问题。

30年的工作实践让吴志仓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是广大群众公认的“畜牧
兽医专家”，对群众的疑难问题他从不
推辞，有求必应。他常说：“我是农民的
儿子，任何时候都不会忘本，农民的技
术水平提高了，畜禽养好了，收入增长
了，我的心也就踏实了。”

引得源头活水来引得源头活水来 做大人才做大人才““蓄水池蓄水池””
——我州“拔尖人才”风采录选登（二）

一块普通的青砖，一把简单的
刻刀，手起刀落间，栩栩如生的山
水、花鸟便跃然眼前。州级非遗传
承人张海林凭借对砖雕艺术的热
爱，坚守着传统手工技艺的初心，保
护和传承着砖雕这一传统技艺。他
先后荣获首届全国砖雕艺术创作与
设计大赛“云娣杯砖雕大工匠奖”、甘
肃省第二届“创新杯”工业设计大赛
银奖、2017年全国砖雕传统手工艺大
赛“神韵杯最佳艺术创意奖”银奖等
奖项；被授予甘肃省 2018年度“十佳
工业设计师”、临夏州第二届“河州工
匠”“临夏州拔尖人才”等荣誉称号。

记者在临夏青韵砖雕有限公司
的手工砖雕车间见到张海林时，他正
一丝不苟地雕琢着手中的砖雕作品：

“砖雕和其他雕刻艺术品有所区别，
由于砖本身松脆的特性，力度一定要
掌握得当，否则很容易让自己的心血
毁于一旦。”说话间，一朵刻在砖块上
的牡丹花便呼之欲出。

临夏砖雕历

史悠久。早在宋代，临夏砖雕艺术已
相当成熟，到了明、清达到顶峰，近代
它又吸收了绘画、木雕的艺术特色，
使这一民间艺术形式更加完美。在
临夏的一些建筑物上，丰富多彩的砖
雕几乎到处可见，具有独特的风采和
精湛的技艺。

对于每件作品，张海林都从制
图、选砖、画线、切割、打磨到雕琢
等各个环节亲力亲为，经过将近三
十年的潜心学习和实践创作，张海
林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雕刻风格和
特点。他的作品多以民间喜闻乐
见的图像为主，既有表现山川河
流、松柏垂柳、花鸟花卉等自然类
题材，也有反映人物生活、历史典
故、神话传说等社会生活类题材，
还有大量寓意吉祥如意类、纹饰类
题材的作品。

“临夏砖雕从创意、雕刻再到打
磨，所有工序都要创作者自己完成，
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想要做好它可谓
是一个‘苦行僧’式的修行。”与许多
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临夏砖雕
也面临着设计理念陈旧、生产方式落
后、制作工艺比较粗糙和后继乏人等
诸多问题。

对此，张海林也有他自己的思
考。但他坚信，这项充满魅力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不会消失，“我们在
让临夏砖雕走出去的同时，也要积
极发挥‘传帮带’的作用，使临夏砖
雕发展得更好。”面对荣誉，张海林
表示要把砖雕这项技艺传
承下去，为我州培养
更多的雕刻
人才。

妙手生花 匠心筑梦

——记“临夏州拔尖人才”张海林

农业科技战线的排头兵

——记“临夏州拔尖人才”任佐录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麒马麒 张姝张姝

从山东济宁到甘肃临夏，10年的
工作生涯让杨希文深深扎根在临夏大
地，兢兢业业搞科研，为我州杂交玉米
新品种选育及绿色丰产栽培技术献出
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杨希文 2008年毕业于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农学专业，获学士学位，2011年
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作物遗传育
种专业，获硕士学位，2012年12月进入
临夏州农业科学院。由于他的卓越贡
献，2022年 1月被评为“临夏州专业技
术拔尖人才”。

自参加工作以来，杨希文与团队成
员共同开展抗逆资源引进与征集、配合
力测试，筛选优良种质资源，利用优良
种质资源试配杂交组合。参加引进国
内外玉米种质资源432份，精准鉴定筛
选出的玉米优异种质资源171份，建立
了玉米自交系种质资源库。据了解，杨

希文作为主要参加人，所选育出的临玉
3号、临科玉 930、临泰玉 920、临玉 17、
金玉369等玉米新品种，均已应用于农
业生产实际中，为农民提高粮食产量、
增加收入提供了品种和技术保障，已有
3个品种完成了科技成果转化，转化收
入 73万元，有效缓解了玉米育种科研
经费不足的问题。

同时，杨希文在科研项目上也是硕
果累累。他主持、参加完成科研项目15
项，其中参加完成的“旱作玉米绿色增
产增效技术集成与推广应用”项目获甘
肃省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参加完成的

“高寒阴湿地区早熟玉米杂交种选育”
项目获甘肃省农牧渔业丰收二等奖。
向甘肃省科技厅进行成果登记2项，科
研成果转化5项，首次实现了临夏州农
科院职务科技成果有偿转让转化。其
中，参加完成的甘肃省科技厅民生项目
《道地羌活、藏木香种苗繁育及标准化
种植技术推广应用》，三年累计示范推
广 6750亩，亩增加收入 2070.5元，总增
收入1397.6万元，辐射带动临夏州中药
材种植面积达1万亩以上，年实现产值
2000万元，受益群众达到2万余人。

“今后，要在玉米新品种选育方面，
改变单纯以追求高产为目标的导向，将
玉米种质创新的总体目标向‘高产、稳
产、多抗、易制种’方向发展，进一步强
化玉米自交系逆境人工选择，培育抗逆
性强的优良自交系，以适应多变的气
候，进而选育出高产稳产的玉米新品
种。”谈到科研方向，杨希文目光坚定，
充满信心。

扎根一方热土 投身科技兴农

——记“临夏州拔尖人才”杨希文

做研究做研究，，他严谨缜密他严谨缜密，，真正做到真正做到
了为养殖户谋福了为养殖户谋福；；搞调查搞调查，，他兢兢业他兢兢业
业业，，走过了临夏各地的牛羊养殖点走过了临夏各地的牛羊养殖点；；
做推广做推广，，他不遗余力他不遗余力，，将自己的养殖将自己的养殖
知识悉数教给养殖户们知识悉数教给养殖户们。。他就是临他就是临
夏州畜牧技术推广站农业技术推广夏州畜牧技术推广站农业技术推广
研究员李永智研究员李永智。。

畜牧产业一直是我州支柱产业畜牧产业一直是我州支柱产业
和农民增收致富的优势产业和农民增收致富的优势产业，，李永李永
智作为一名畜牧科技工作者智作为一名畜牧科技工作者，，他三他三
十多年如一日十多年如一日，，爱岗敬业爱岗敬业，，履职尽履职尽
责责，，为全州畜牧产业发展作出了积为全州畜牧产业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极贡献。。

在工作中在工作中，，他始终把实施好畜他始终把实施好畜
牧良种工程作为畜牧科技推广工作牧良种工程作为畜牧科技推广工作
的首要任务的首要任务，，根据州情实际根据州情实际，，确立了确立了

““五统一分五统一分””畜牧良种工程运行机畜牧良种工程运行机
制制，，取得了显著成效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在牛特别是在牛
品种改良方面品种改良方面，，坚持以西门塔尔牛坚持以西门塔尔牛
为主体为主体，，持续推进冻精配种改良持续推进冻精配种改良，，创创
造性地推出上门服务造性地推出上门服务，，有效解决了有效解决了
边缘山区牛品种改良问题边缘山区牛品种改良问题，，方便了方便了
养殖群众养殖群众，，牛改良规模由每年牛改良规模由每年
不足不足 11 万头发展到目万头发展到目
前的前的 1919 万头以万头以

上上，，每年产活良种牛每年产活良种牛 1616 万头以上万头以上，，
年新增直接经济效益年新增直接经济效益 33..22亿元以上亿元以上，，
我州成为全省第一个基本普及牛冻我州成为全省第一个基本普及牛冻
配技术的市配技术的市（（州州）。）。

抢抓能繁母牛养殖效益全面提抢抓能繁母牛养殖效益全面提
升的有利时机升的有利时机，，引进推广牛性别控引进推广牛性别控
制技术制技术，，积极研究最佳杂交组合积极研究最佳杂交组合，，大大
面积开展温精和冻精输配面积开展温精和冻精输配，，采用基采用基
因组选择技术因组选择技术，，实行定向改良实行定向改良，，确立确立
了以湖羊为母本了以湖羊为母本，，澳洲白澳洲白、、萨福克为萨福克为
第一第一、、第二父本的三元杂交模式第二父本的三元杂交模式，，为为
培育培育““临夏肉羊临夏肉羊””地方品种类群奠定地方品种类群奠定
了基础了基础。。

依据牛羊营养需求和利用的依据牛羊营养需求和利用的““水水
桶效应桶效应””，，以饲养标准配制营养平衡以饲养标准配制营养平衡
的饲草料的饲草料，，努力实现饲草饲料的高效努力实现饲草饲料的高效
利用利用；；根据我州自然环境条件根据我州自然环境条件，，不断不断
优化圈舍布局优化圈舍布局，，科学合理用地科学合理用地，，形成形成
了目前比较成熟的了目前比较成熟的““高起架高起架、、人字梁人字梁、、
嵌合顶嵌合顶，，卷帘窗卷帘窗，，漏粪床漏粪床、、活动栏活动栏””为为
标志的标准化圈舍……标志的标准化圈舍……

一项项研究成果让我州养殖产一项项研究成果让我州养殖产
业不断优化升级业不断优化升级，，让全州养殖户们享让全州养殖户们享
受到了农技助力的受到了农技助力的““甜头甜头””。。

培养人才培养人才、、传承创新一直以来都传承创新一直以来都
是李永智的重要使命之一是李永智的重要使命之一，，在多年工在多年工
作中作中，，他不仅培养了一支技术作风过他不仅培养了一支技术作风过
硬的团队硬的团队，，而且每年还培训近而且每年还培训近10001000多多
名基层技术人员和养殖群众名基层技术人员和养殖群众，，使他们使他们
成为我州畜牧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成为我州畜牧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和行家能手和行家能手。。

由于李永智过硬的由于李永智过硬的理论功底和理论功底和丰丰
富的实践经富的实践经验验，，被基被基层技术人员和广大层技术人员和广大
群众称为群众称为临夏的临夏的““首首席席专家专家””和和““牛羊教牛羊教
授授””，，20222022年年11月月，，他被评为他被评为““临临
夏州专业技术拔夏州专业技术拔尖尖
人人才才””。。

临夏的“牛羊教授”

——记“临夏州拔尖人才”李永智

““在大山深处点燃知识的火把在大山深处点燃知识的火把，，
在信息闭塞中守护孩子的梦想在信息闭塞中守护孩子的梦想，，一一
根网线畅通坎坷求学路根网线畅通坎坷求学路，，一面屏幕一面屏幕
聘来优质师资聘来优质师资。。2525 年的坚守与操年的坚守与操
劳劳，，他让边远山区的孩子们眼中有他让边远山区的孩子们眼中有
了光了光，，心中有了梦想心中有了梦想。。””这是这是 20202020年年
1212月月 2626日在天津举办的第三届日在天津举办的第三届““中中
国好校长国好校长””盛典上对李向龙的颁奖盛典上对李向龙的颁奖
词词，，这段话也诠释了李向龙多年教这段话也诠释了李向龙多年教
育事业的育事业的““高光点高光点””。。

李向龙是积石山县中咀岭小学李向龙是积石山县中咀岭小学
校长校长，，曾被评为甘肃省特级教师曾被评为甘肃省特级教师、、
甘肃省骨干教师等甘肃省骨干教师等，，入围了入围了““20182018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候选人名单候选人名单，，
20222022 年年 11 月被评为月被评为““临夏州专业技临夏州专业技
术拔尖人才术拔尖人才””。。

中咀岭小学作为西部高海拔山中咀岭小学作为西部高海拔山
区的一所农村全日制小学区的一所农村全日制小学，，由于自由于自
然条件艰苦然条件艰苦，，师资力量也十分匮师资力量也十分匮

乏乏，，教育工作一直存在不少教育工作一直存在不少
的短板的短板。。为此为此，，从从

20162016 年开始年开始，，

李向龙就带领学校教师探索开展李向龙就带领学校教师探索开展
““互联网互联网++教育教育””，，形成了独具特色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现代网络的现代网络““双师课堂双师课堂””。。

20172017年年 1212月的一天月的一天，，天气格外天气格外
寒冷寒冷，，可在李向龙的班级里可在李向龙的班级里，，孩子孩子
们琅琅的读书声让小小的教室显们琅琅的读书声让小小的教室显
得格外温暖得格外温暖，，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堂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堂
别开生面的别开生面的““网络直播课网络直播课””。。只见只见
网络那头网络那头，，来自上海的老师正在给来自上海的老师正在给
孩子们悉心开展孩子们悉心开展““彩虹花晨读彩虹花晨读””课课
程程；；网络这头网络这头，，孩子们在班主任的孩子们在班主任的
带领下认真地学习着带领下认真地学习着。。学生们在学生们在
课堂上通过投影链接网络教师课堂上通过投影链接网络教师，，本本
班教师担任助学班教师担任助学，，共同构成跨越时共同构成跨越时
空的网络空的网络““双师课堂双师课堂””，，而这正是李而这正是李
向龙一直推广的向龙一直推广的。。

““对边缘山区的小规模学校而对边缘山区的小规模学校而
言言，，要实现孩子全面发展要实现孩子全面发展，，网络直播网络直播
课堂不失为一个可行策略课堂不失为一个可行策略。。””李向龙李向龙
告诉记者告诉记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网络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网络
学习后学习后，，学生们对网络直播课开始学生们对网络直播课开始
有了更大的兴趣有了更大的兴趣，，学习也从被动转学习也从被动转
为主动为主动，，这一改变在以往的教学当这一改变在以往的教学当
中是没有的中是没有的。。

作为一名省级骨干教师作为一名省级骨干教师，，他他
在刻苦钻研教材教法在刻苦钻研教材教法，，认真研究认真研究
新课程标准新课程标准，，注重多方位培养学注重多方位培养学
生学习能力的同时生学习能力的同时，，还发挥还发挥““传帮传帮
带带””作用作用，，把把““互联网互联网++教育教育””模式模式
无偿地送教到每一所需要的学无偿地送教到每一所需要的学
校校，，通过送教的方式通过送教的方式，，他已在全省他已在全省
培训了培训了 15001500 多多名老师名老师，，受益学生受益学生
达达 66万多人万多人。。

如今如今，，在学校全体师生的共同在学校全体师生的共同
努力下努力下，，学校的教学质量节节上升学校的教学质量节节上升，，
教育质量在全乡镇乃至全县都名列教育质量在全乡镇乃至全县都名列
前茅前茅。。““我这一辈子我这一辈子，，过了不少的苦过了不少的苦
日子日子，，但想到那些个娃娃们享受到但想到那些个娃娃们享受到

了优质的教育资源了优质的教育资源，，就觉得值就觉得值
了了，，不后悔不后悔，，不遗憾不遗憾。。””

苦干三十年 不愧畜牧人

——记“临夏州拔尖人才”吴志仓

——记“临夏州拔尖人才”李向龙

“互联网+教育”为山区孩子筑梦

他立足临夏州实际，借助州
农科院马铃薯研究所及国家马铃
薯产业技术体系两大平台，急农
民所急，解农户所需，以培育优质
高产的马铃薯新品种为己任，出
入实验室解困惑，奔波农田寻良
技，辗转县区搞推广，把临夏州马
铃薯产业发展及乡村振兴装在心
里，写在大地，体现在农民的笑脸
中。他就是州农科院副研究员任
佐录。

任佐录现任临夏州农科院马铃
薯研究所所长，兼任农科院农作物
育种团队负责人，是国家马铃薯产
业技术体系临夏综合试验站岗位成
员，主要从事小麦、马铃薯、玉米、中
药材新品种选育、示范推广及高产
高效栽培技术研究。

从事科研多年的任佐录硕果累
累：他主持完成的“中草药引种及标
准化生产技术试验示范”“高产田
（2500 斤/亩）栽培模式筛选及试验
示范”项目分别获临夏州科技进步
一、二等奖；“抗锈耐寒性冬小麦新
品种引种及丰产栽培技术研究”“临
夏州冬小麦套玉米模式化栽培技术
试验示范”“临夏川塬灌区‘双两千
田’栽培技术示范推广”项目，获临
夏州科技进步三等奖。多次被评为
临夏州农业系统先进工作者，2022
年 1 月被评为“临夏州专业技术拔
尖人才”。

“近些年，我主要开展临夏州
马铃薯新品种选育、示

范推广和高产高效
栽培技术研

究工作。”任佐录告诉记者，2020
年，他选育出的马铃薯新品种“临
薯 18 号”，适应性广、丰产性好、
抗 逆 性 强 ，品 种 优 良 ，在 2019-
2020 年甘肃省马铃薯品种多点试
验中产量总评第一位。 2021 年，
他在积石山县建立的马铃薯良种
良种繁育基地，示范种植临薯 18
号 300 亩，通过采用马铃薯全程机
械化种植技术，在异常干旱的自
然条件下平均亩产 3070 公斤，最
高点亩产达 4029 公斤，较当地马
铃薯品种增产 60%以上。目前，临
薯 18 号已在州内大范围推广，其
产量和品质受到广大农户的肯定
和喜爱，种子供不应求。

通过举办以“马铃薯新品种介
绍，马铃薯高垄覆膜种植技术，马铃
薯全程机械化作业技术、病虫害预防
防治”等为内容的现场培训会 6场，
撰写培训教材2份，培训人员2500人

次，有效提高了群众对科学种
田的认识和种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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