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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门外汉到行家里手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王玉琢 实习生 高 玲

走进杭锦旗中和西镇
翻身村村民高四清创办的
面粉加工坊看到，前来加工
面粉的人络绎不绝，不仅有
当地人，还有来自该旗独贵
镇的农牧民。今年55岁的高
四清，创办的面粉加工坊是
中和西镇唯一的一家大型
面粉加工坊。“我主要从事
来料加工和面粉销售，算下
来1年收入近10万元，3年准
能脱贫。”高四清的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

高四清被莫名的疾病

困扰了6年，不能做重苦力
活，还供着一个上大学的孩
子，生活每况愈下。原本高
四清也经营过一家小加工
坊，1年收入不足5000元，村
里像这样的小加工坊还有
好几个，无奈之下他关闭了
加工坊。“我们村人均土地3
亩多，我们全家才10来亩，
加上我生病又不能承包土
地，日子过得是一年不如一
年，去年还被评定为市级贫
困户。”高四清说道。

“咱本来就穷，如果光

靠政府，啥时候能脱贫呀，
于是我抓住政府发放产业
扶贫贷款的机会，又找亲
戚朋友借了些钱，开办了
加工坊。”高四清笑着对记
者说：“我也不想做落后的
人，幸福生活靠奋斗得
来。”自加工坊创办以来，
高四清每天早上6点准时
起来一直忙活到晚上12
点。为了让自己的面粉加
工坊发挥最大的效益，他
还积极试种新品种，开拓
面粉销售市场。

高四清还申请注册了
“河丰田”面粉商标，他加
工的面粉受到了包头、呼
市等周边城市市民的好
评，销售情况也超出了高
四清的预料。在接收来料
加工中，高四清还把印制
好的包装袋提供给农牧
民，这样既能拓展销售渠
道，还能扩大品牌影响力。

“农牧业种植也得创
新！”这是高四清自创办面
粉加工厂以来最大的感受。
去年，他试种了光碳核肥小

麦8亩、黑小麦17亩，进行加
工销售。“我引进的光碳核
肥小麦经合作厂家送检达
到了有机标准，面粉每斤能
卖到4元，这样算下来，每亩
纯收入超过了1000元。”不
仅如此，高四清还带动村
里的其他贫困户种植光碳
核肥小麦和黑小麦，并主

动帮助他们销售面粉。
“我打算在伊金霍洛

旗和包头市开两个面粉销
售店，除了加工销售我自
己的小麦，还能帮助更多
的贫困户销售面粉，带动
他们和我一起脱贫。”说到
未来的发展，高四清信心
满满。

见到刘海燕时，只见
她40出头，长卷发、一件皮
衣、一条短裙，搭配一双高
跟鞋，穿着时尚，从穿扮上
很难看出她是个农民。

刘海燕的家乡在达拉
特旗恩格贝镇，她的父母是
这里的农民，看着父辈们每
天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生活，却只能换来心酸的收
成，她立下誓言：决不当农
民！于是，她发奋学习，外出
闯荡。她在企业当过销售经
理，自己开过饭店，经历丰
富。对于种地，她确确实实
是门外汉，几乎没下过田。

2015年，刘海燕的母
亲生病了，年迈的父母需

要有人照顾，弟弟在外地工
作忙，只能偶尔抽空回家。
老人孤独的身影、惆怅的眼
神，让刘海燕沉思：陪伴才
是最大的尽孝，身为儿女，
要让他们快乐地度过老年
时光。她一转念：回乡，在农
村也能有一番作为！

“一辈子学不会个庄
稼人”，“她这生瓜蛋子，怎
么能当得了农民？”众声喧
哗时，不服输的刘海燕已
经想好了要做什么：要做
就做能赚钱的农业！

回乡后，她探访了在
山东做蔬菜批发的朋友。
在山东的蔬菜批发市场，
一种小小的南瓜引起了她

的注意。这种深绿色的小
南瓜叫贝贝南瓜，是目前
流行的一种高端食品，个
头很小，1个大约6两左右，
吃起来口感粉糯、甜度高，
进口的贝贝南瓜1斤能够
卖到3元，国产品种的贝贝
南瓜1斤也能卖到2.4元。

经了解，恩格贝的土
壤、气候都适宜种植贝贝
南瓜。2016年，刘海燕在家
乡承包了300亩土地试种
南瓜，因为温差没有控制
好，虽然没有赚钱，但让她
积累了经验。

去年，刘海燕自己种
200亩，带动恩格贝镇、白泥
井镇10多户农民种植200亩，

专门从山东聘请技术人员
全程做技术指导。年初，刘海
燕便在网上发布销售贝贝
南瓜的信息，开拓市场，广泛
积累客户。贝贝南瓜获得了
丰收，她的贝贝南瓜，因品质
高，一经上市就有了品牌效
应，发往北京、深圳供不应
求，这让刘海燕在议价方面
有了更多的发言权。

走出传统农业增产不
增收的怪圈，带动乡亲们致
富，是刘海燕的心愿。“只要
让农民看到好处，就会跟上
来”。去年跟刘海燕一起种
南瓜的有10户。种植贝贝南
瓜成本1亩大概2000多元，
平均亩产2500斤，纯利润在

4500~5000元左右。
恩格贝镇乌兰村的乔

三挨，去年种了2.7亩贝贝
南瓜，严格按照技术员的
指导进行田间管理，纯收
入达到16800元。而且贝贝
南瓜每年5月20日左右种
植，8月20日左右成熟，生
长期短，正好与大田玉米
错时，既不耽误农民种植
大田玉米，又能让一部分
农民靠打工赚取收入。贝
贝南瓜种植成功让很多乡
亲们刮目相看，慕名而来。

今年刘海燕计划种植
2000~3000亩南瓜，另外推
广种植中药材。这个冬天
她也没闲着，到安徽、河北

等地的中药材市场考察。
她对种植中药材信心十
足：“咱这中药含量高，我
准备种防风、板蓝根、沙
参，估计能推广开。”

“幸福生活是靠奋斗换
来的。只有奋斗了，才能找
到通往幸福的大道。”刘海
燕对记者说，一家一户的种
植抗风险能力弱，让农民农
业转型，就得有人做“先
驱”，等项目正规了，就能带
动更多的父老乡亲致富。

经过一番历练，这个
门外汉变成了行家里手，
她也爱上了种地。她说是
家乡的这片土地成就了游
子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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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邬慧颖） 走进江西
省宜丰县芳溪镇的下屋村，
村里一如往日的宁静，曲径
通幽处，一位烈士的故居默
默地伫立在那儿。耳边传来
沙沙作响的竹林声，仿佛在
向世人诉说着这位烈士的
历历往事。他，就是中国共产
党在黄埔军校的重要负责
人熊雄。

熊雄，1892年出生，江
西宜丰人。儿时，他在家乡下
屋村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培
育了“身心一体、家国同构”
的儒家爱国主义思想。1907
年他考入新设的瑞州府中
学堂，继而又考入南京优级
师范学堂。

早年，熊雄参加辛亥革
命，加入中华革命党。1920年
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3月

转赴德国学习，同年6月加入
中国少年共产党，不久转为
中共党员。

1923年3月，熊雄到苏
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
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并到
苏联红军中学习军队的政
治工作。1925年9月回国，被
分配到黄埔军官学校任政
治大队副队长。同年10月参
加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
征，任东征军指挥部政治部

秘书长，协助政治部主任周
恩来工作。

1926年，熊雄调任黄埔
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主持政
治部工作，同时参加了中共
广东区委军委，是中国共产
党在黄埔军校的主要负责
人之一。中共广东区委根据
熊雄的建议，决定成立党在
黄埔军校的领导核心———
中共黄埔军校党团，由恽代
英、熊雄、聂荣臻、陈赓等人
组成，熊雄被推举为党团书
记。

在黄埔军校期间，熊雄
制订、建立健全了一系列政
治工作制度，并亲自讲授《军
校中的政治工作》等课程，聘
请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等
共产党人为政治教官，还邀
请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
同志到军校作政治讲演。同

时创办《黄埔日刊》、“血花剧
社”，广泛传播革命思想。熊
雄有深厚的政治理论基础，
提出了“军事与政治打成一
片，理论与实际打成一片”

“相对服从与绝对服从”“革
命生死观”等政治理论，深得
领导、同事的赞赏敬佩和学
员的爱戴，被称为理论家“熊
婆婆”。

在教学中，熊雄采取生
动活泼的教学方法，以提高
教学质量。在黄埔军校期间，
他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工
作，为培养既能指挥作战，又
会作政治工作的军事政治
干部，支援北伐战争，巩固广
东后方，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7年4月15日，熊雄

在广州反革命政变中被捕。5
月中旬，被秘密杀害，年仅35
岁。

“熊雄的一生，是革命
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也是
光辉的一生。”宜丰县史志办
主任易小良说，熊雄是中国
共产党早期的无产阶级革
命家，也是较早从事革命军
队政治工作的杰出领导人。

走入熊雄烈士的故居，
偌大的屋内还保留着熊雄
在这长大、成家的印记，保留
完整的书桌、木床、衣柜、马
灯等，都见证了他如何从一
个年幼孩童成长为一名杰
出的军队政治工作领导人。

在故居正厅，摆放着一
本留言簿，厚重的几十页纸

张记录了各位参观者的缅怀
之情。在最后的几页，芳溪镇
中心小学五年级学生熊傲月
写下这样的一段话———“熊
雄，您是我们熊氏的骄傲，也
是祖国的骄傲。您的伟大事
业是我们一生也抹不掉的记
忆，谢谢您。”

近几年，宜丰县开展研
究学习熊雄烈士革命精神活
动，已加入宜丰县熊雄研究
会的熊雄烈士的侄孙熊七光
说：“从小到大，家里的长辈
们都会跟我们说起熊雄的故
事，但对他的精神我们还没
有领悟透彻。我虽然是一个
农民，文化水平一般，可我想
去更加深入地研究他，让更
多人了解他的一生。”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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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黄埔军校重要负责人———熊雄

高四清：幸福生活靠奋斗得来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王玉琢 实习生 张 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