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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夏，还在读高三的我光荣地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转眼已经整整12年了。

当年9月，我考入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学

习，在美丽的清华园度过了9年时光。博

士毕业后，我考上了中组部选调生，进入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工作。

刚到清华接受入学教育时，邓稼先等

学长前辈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王淦昌学

长掷地有声的“我愿以身许国”更是令我

心潮澎湃。清华前辈矢志报国的感人故

事，身边校友鲜活生动的模范事迹，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我，不断坚定了我要为国家

和社会服务的理想。我立志要到祖国需要

的岗位上发光散热，多做实事。

今天，在建党100周年之际，我作为

年轻的党员也向党组织报告，自己在践行

初心的征途上，始终保持着“出发”的状

态、奋进的姿态。

2019年，作为选调生，根据组织安

我和“于都富硒米”的故事
陈  聪（2009 级经管）

排，我来到原中央苏区贫困县江西省于都

县梓山镇挂任镇党委副书记，投身脱贫攻

坚战第一线。当时，梓山镇总人口约7.2
万人，建档立卡贫困户2623户11602人。

我和于都富硒米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依山傍水的梓山镇富硒土壤资源丰

富。中国地质调查局抽样调查显示，梓

山地区表层土壤中硒元素的平均含量达到

0.35mg/kg，富硒土壤面积约1660公顷。

2019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于都

县梓山潭头社区和蔬菜基地视察工作，临

行之际，总书记嘱咐，这里有丰富的富硒

土壤资源，一定要把富硒这个品牌打好，

让富硒农产品在市场上更加畅销。来到梓

山后，我一直在思考，打造富硒品牌，助

力脱贫攻坚，我能做些什么？

牛刀小试  增收有望

2019年11月的一天，我到张军村开展

工作，发现村部堆着几十袋稻谷。村书记

说这是合作社种的中稻，大概有一万多

斤。我问：“为什么没卖出去？”村书记

说：“价格太低了，一斤一块三都卖不

到，还想再等等看。”我忽然想到，既然

梓山土壤富硒，那么这些中稻很有可能就

是富硒稻谷。于是，我迅速联系了粮科院

国家粮油质量检验测试中心，采集样本寄

到北京进行检测。果然，发现这些大米中

硒含量为0.064mg/kg，满足国家富硒大米

标准。脱贫攻坚期间，陈聪（左）走访贫困户



党旗下的清华人

清华校友通讯24

随后，通过委托企业加工和包装，张

军村以5元/斤的价格售出了近7000斤富硒

大米，增收3万多元。其他几个村的采样

检测结果也令人欣喜。这一发现使梓山大

米卖出了更喜人的价钱，成功助力当地农

户脱贫增收！旗开得胜，这提振了我们打

造富硒品牌的信心，激发了当地发展特色

农业带动脱贫的内生动力。

明确思路  目标清晰

当然，打造富硒大米品牌，靠散兵游

勇、小打小闹终归是不可持续的。富硒米

想要卖出好价钱，必须是精品米，只有优

质富硒米才能获取市场溢价。因此，必须

大力提升当地稻米的种植水平，走规模

化、优质化、产业化的发展道路。通过不

断地走访调研和思考，借鉴五常大米、万

年贡米等品牌米的经验，我们逐渐探索出

了打造于都富硒米品牌的清晰思路：结合

本地的土壤资源优势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对口支援优势，建立梓山万亩富硒水

稻种植基地，对接龙头企业，培育和引进

职业农民，开展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提

升稻米品质，并争取优质粮食工程项目支

持，实现优粮优产、优粮优价，最终达到

农民增收、稳定脱贫和产业振兴的目标。

借力龙头  构建体系

待项目实施起来，也面临着一系列的

挑战。梓山属于典型的丘陵地貌，“梓山

面积十分开，六分半山半分田，村庄道路

一分余，河流塘库占半分。”这首民谣十

分形象地描绘了梓山的地理特征，地少

山多。全镇山地面积约18万亩，而耕地面

积只有3.7万亩，人均不到半亩地，且大

部分耕地属于山垅地、小梯田，种植以人

工为主，成本较高，加上外出务工人口增

多，甚至出现了良田撂荒。当地粮食产业

基础也比较薄弱，种植品种零散，精深加

工能力缺乏。因此，仅仅依靠当地力量打

造品牌很难。

怎么办？拉外援！2019年11月至今，

我们联系了包括中粮集团、中化农业、江

西粮油集团、赣粮集团、北大荒集团等在

内的十多家企业，并邀请了20多批专家团

队来梓山调研和洽谈合作。2020年5月，

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扶贫办的协调支

持下，经过多次考察论证和沟通接洽，中

化农业和梓山镇达成了合作协议，约定共

同打造万亩富硒水稻基地。由中化农业提

供一体化种植技术解决方案，并派驻团队

开展规范化的技术指导和标准化的田间管

理，建立品控溯源体系，对接粮食收购企

业；由梓山镇动员和组织各村合作社、农

户按要求参与种植。同时，还拟定了“第

一年规模化生产、第二年优质化发展、三

到五年品牌化建设”的目标计划。

项目落地  初显成效

合作框架搭建之后，如何动员农户积

极参与种植？这个问题也很棘手。该项目

涉及面广，协调难度较大。受地形条件、

人工投入等因素影响，当地的种植成本较

高，种植理念落后，加上农业靠天吃饭，

面临的风险较大，农户一般不愿意轻易改

变种植习惯和品种。面对困难，我们迎头

而上，借着县里大力抓双季稻生产、整

治撂荒地的政策东风，积极筹备，稳步推

进，确保项目落地实施。

首先是整治撂荒地。2020年3月，镇

里开展了治荒专项行动，我主动请缨，担

任了该项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抗疫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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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深入一线组织各村复耕荒地，共整治

撂荒地3000亩以上。组织修建农田水利设

施，新建高标准农田1500亩。全镇累计平

整翻耕约1.5万亩水田，为规模化种植创

造了前提条件。

接着我们广泛开展宣传，统一思想认

识。在镇主要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多次召

开村书记主任专题会议，并到村入户开展

动员和宣讲，调动农户积极性。针对当地

长期以来“分散、落后”的耕种模式，我

们建立了中化现代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开

展各类技术培训50余场，广泛传播现代农

业种植技术和理念。一系列的宣传逐渐让

大家认识到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是打造富

硒品牌的基础和前提，是脱贫致富、产业

振兴的方向。

其次是降成本。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扶贫办的协调对接下，我们积极向中

化农业总公司争取优惠，如农资品打折、

拌种剂免费发放等，将每亩投入品成本控

制在260元以下。中化农业还破例为梓山

项目提供了200多万的授信额度，投入品

可先使用后付款，极大减轻了农户的负

担。该项目还申报了国家优质粮食工程，

获得了专项资金支持。

在前期的不懈努力下，梓山富硒水稻

基地项目顺利落地。全镇24个村、1500多
个农户参与了种植，在赣南丘陵地带进行

了规模化、标准化水稻种植的探索和实

践。我们建立了示范农场，开展种植实

验，培育培优品种，提升品质，做给农民

看，带着农户干；搭建了智慧农业系统，

实现病虫害的精准防控，并为富硒品控溯

源提供了科技支撑；实施了统一的布局

供种、飞防植保和田间管理，进一步降

本增效。项目取得了初步成效。2020年，

梓山镇的晚稻种植亩均成本下降了100元
以上，产量增加到了1000斤以上，每斤

干谷市场化收购价格超过了1.38元。示范

田种植的高端优质富硒米售价达30元/公
斤，带动合作社和农户大幅增收。以张军

村为例，集体经济收入由原来的不足5万
元，目前已经突破了70万元。2021年5月
10日，梓山镇和赣粮集团合作打造的“于

都富硒米”产品还成功亮相2021中国品牌

日，受到了广泛关注。

产业融合  富民长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扶贫是稳定

脱贫的根本之策。随着富硒产品知名度越

来越高，我们抓住机遇，积极推进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

借助中化农业等平台，我们积极组织

开展技术培训，激发内生动力，提升致富

能力。梓山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

现，已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67个，家庭

农场29个，贫困户入股率达90%以上。当

地的产业共同体已经成型，利益联结更加

紧密，已脱贫的农户既可以获得土地流转

收入，又可以加入合作社获得分红收入，

还可以在产业基地务工获得劳务报酬。

陈聪（左）与中化农业农艺师在富硒水稻

基地巡田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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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积极培育乡村旅游业。2020年
江西省旅游发展大会、农民丰收节江西活

动主会场等系列活动先后落点于都梓山，

我们顺势组建了旅游合作社，开办富硒食

堂和特色民宿，开发了红色研学、农事体

验等趣味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去年即

使受疫情影响，潭头村合作社收入仍突破

了300万元。今年3月，通过我们的积极申

报对接，梓山镇顺利入选国家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建设项目，未来的空间更大

了，后劲更足了。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

是满载着初心和使命的地方。遥想当年，

长征出发前夕，苏区受到封锁，物资极其

匮乏，于都百姓倾其所有，为红军贡献了

79390担粮食，一位老人甚至将自己的棺

材板献出来给红军搭设渡江浮桥。这些故

事无不让我深受感动、深受教育，更时刻激

励我奋进前行，为老区多做实事、做好事。

2019年，总书记曾在这里发出了伟大

号召，“现在是新长征，我们要重新再出

发”。去年，于都县顺利实现脱贫，乡村

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作为清华校友和一

名挂职干部，我非常荣幸能够投身其中，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会传承好长征

精神，不忘初心使命，助力乡村振兴，打

响富硒大米“于都造”的品牌，让来自长

征源的大米走进千家万户。

8月29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宣布了授予20名同志首届航天功勋荣誉

称号的决定，以褒奖在建设航天强国事业

中建立卓越功勋、作出巨大贡献的杰出人

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五院探月

工程三期探测器系统总指挥、总设计师

杨孟飞（2001级博，计算机）获此殊荣。

杨孟飞，1962年10月生，中共党员。

1982年毕业于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现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工程专业，获学士

学位；1985年毕业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计算机应用专业，获

硕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

科学和技术专业，获博士学位。

杨孟飞是我国空间技术领域专家，长

期从事空间飞行器领域的科研工作，在空

间飞行器高速再入返回、甚高精度姿态控

杨孟飞校友获得首届航天功勋荣誉称号

制和高可靠控制计算机等方面取得了系

统的创造性成果。在30余年科技攻关征程

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创造性方案，解决了

载人航天、探月工程中的诸多难题，曾荣

获首次月球探测工程突出贡献者、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者、探月工程三期再

入返回飞行试验任务突出贡献个人等荣誉

称号。2017年11月，当选中国科学院

院士。

2020年12月17日，“嫦娥五号”探测

器在完成奔月之旅后成功着陆，人类时隔

44年再次从月球带回月壤。作为“嫦娥五

号”探测器总指挥、总设计师，杨孟飞带

领团队出色完成了“嫦娥五号”探测器研

制工作，并首次实现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

回，为我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

走收官之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宗 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