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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疆楷模”关慧明：
科技赋能 携手各族群众心向未来

□皇甫美鲜 海军

立志要让村民富起来

1962 年，关慧明出生在兴安盟阿尔山
市，他的父亲是满族，母亲是达斡尔族，并且
都是大学生。

到了上学年龄，关慧明在离家近的一个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的小学读书，他从小
无论学习还是劳动都表现突出。1975年，他
告别了小学，进入中学。然而，当时高考制度
还没有恢复，这让他萌生了放弃读书去劳动
的念头。他向父母说了自己的想法，父母难
以接受，但看见关慧明十分坚定，便同意了他
的决定，并把他送到姥姥家呼伦贝尔市阿荣
旗银河乡长发西队劳动。

原始的农具、破败的房屋、简陋的用品、
不便的交通……长发西队的贫穷落后深深
地刺痛了关慧明。

关慧明在银河乡的两年过得异常充实，
白天在地里锄地、拔草，到了晚上开着拖拉
机翻地。日复一日的劳动，使得年少的关慧
明深刻地体悟到了农民的辛苦，也为他以后
长期从事蔬菜工作埋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

“看到长发西队的贫穷落后，我心中暗
暗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让农村富起来！”
关慧明回忆起往事感慨万千。

1977年，高考恢复了！听到这个振奋人
心的好消息后，从小有抱负的关慧明又回到
校园。1980年，关慧明参加了高考，考上了
内蒙古农牧学院少数民族预科班，第二年选
择了蔬菜专业。

大学毕业后，关慧明来到乌兰察布市，
扎根沃土，成了一名团结各族人民、用科技
力量服务农牧民、为祖国的强大贡献智慧和
力量的农业科技专家。

农牧民的好兄弟

只要农牧民兄弟需要帮助，无论他们在
何处，关慧明都会尽他所能、不求回报给予
帮助，这是关慧明工作38年来的一贯作风。

说起关慧明的好兄弟，夏日华毫无疑问
是其中之一。夏日华是察右后旗当郎忽洞
苏木察汗不浪嘎查的一位蒙古族牧民，也是
嘎查的党支部书记。5月 24日上午，笔者从
集宁出发驱车往北行驶110公里来到了察汗
不浪嘎查党支部所在地。远远望去，砖瓦房
前一面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分外显眼，房内
有会议室、草原书屋等多个功能室。

说起关慧明，夏日华侃侃而谈，他说：
“我和关老师相识有 30多年了，经过多年打
交道，我们成了好朋友。关老师无论是在种
植养殖技术方面还是精神激励方面都给了
我很大的帮助。”

上世纪80年代末，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
的夏日华想干出一番事业，但是由于没有经
验、没有技术，加上草场面积小、干旱等不利
因素，让他束手无策。然而一个人的出现，
给他带来了希望，这个人就是关慧明。

在一次农业科技培训会上，夏日华结识
了关慧明，从此，关慧明经常给夏日华提供
种植养殖方面的技术指导，并给他送去各种
养殖技术方面的书籍。夏日华也积极参与
种植养殖业技术培训，学到了很多农牧结合
发展的知识和技术。

说起关慧明的帮助，夏日华印象最深刻
的是指导他养西门塔尔牛的事情。有一次
他俩谈话时，关慧明告诉他养西门塔尔牛有
很好的前景并鼓励他可以试试。听了关慧
明的话，夏日华下定决心试一试。

“2018年，我凑齐10万元从河北省张北
县买回 9头西门塔尔牛，当时好多熟人都觉
得我的举动有些冒险，毕竟10万元对一个普
通牧民家庭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但因为我
相信关老师，所以没有犹豫。过了1年，我挣
回本钱了，现在大小牛一共有 60多头，年收
入达到了 15万元，我真的特别感谢关老师！
关老师帮助我们从来不求回报，而且再苦再
累也不会推辞。”夏日华感动地说。

教种草、种胡萝卜、种洋葱，教高效养
殖，教销售农畜产品，只要夏日华请教，关慧

明就细心地进行指导，他俩就像亲兄弟。
像夏日华这样的农牧民朋友，关慧明有

1000多个，如海南的刘玉珍，山西朔州的张
和万、右玉的刘军，河北尚义的刘春光，新疆
巴州地区的孙荣华等。新冠疫情防控期间，
关慧明实地去不了，便开通了抖音，在网上
帮助他们解决种植养殖过程中遇到的各类
急难愁盼问题，成了网红专家。

把全身技能教给年轻人

前几天，内蒙古腾格里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有了党员活动室，这个公司位于呼和浩特
市赛罕区毫沁营村，员工几乎全部是村里的
党员。这个活动室就是公司总经理于秀珍
的“父亲”关慧明让她建的。

“关老师对我们特别严格，每次见到我，
第一个问题就是‘有进步没’，每次来我们基
地，他就仔细检验我们的产品，把蔬菜一个
一个拿出来用手摸着看，只要发现问题就会
不留情面地指出来，敦促我们及时解决
……”说起关慧明，于秀珍滔滔不绝。

“我 2012年第一次走进温室大棚，看见
茁壮生长的蔬菜感觉特别美好，当时听朋友
说租一个温室大棚只需 3000元，一座大棚
年收益能达到2至 3万元，我很心动，想去试
一试。2014年，我承包了 15座大棚种了蔬
菜，结果因为经验不足，赔了50万元。”于秀
珍回忆创业之初的经历说道。

当时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而一个
人的出现让她走出了困境，并走向了成功，
这个人就是关慧明。

2015年，关慧明和他的团队在全区各地
选聘了一批科技特派员，其中就有于秀珍，
就这样她成了关慧明的学生。关慧明不仅
在蔬菜种植知识、技术方面给她指导，还在蔬
菜销售、品牌打造、企业经营管理以及做人做
事等方面给予于秀珍帮助和鼓励。在关慧明
的精心栽培下，于秀珍从一个蔬菜“空白选
手”变成了经验丰富的农业行家、企业老手，
走出了创业困境期，事业步入了正轨。

于秀珍说：“有一次，我遇到了很大的困
难，关老师把试验产品免费给我，解决了我
的燃眉之急。当时我想给老师买一份礼物
表达感谢，但他再三拒绝，最后在我的坚持
下，他说想要的礼物是牛舌饼，我给他送去
了10个牛舌饼。”

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在关慧明的帮助
下，于秀珍的事业有了一定的起色，然而真
正让她还完债、翻身的是2022年。

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蔬菜一度成了紧
缺物资。内蒙古腾格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承担了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大学西路街道学
府花园等4个小区的蔬菜供应。得知于秀珍
的公司承接小区居民的蔬菜供应任务后，关
慧明第一时间打电话了解情况，并叮嘱她
说：“给居民送蔬菜必须保证质量要好、份量
要足、也要干净，同时价尽量低，在这特殊时

期我们不能发国难财，要在居民心中树立好
的形象。”

于秀珍牢记关慧明的嘱咐，严把质量
关、做好配送服务，为居民吃上实惠、优质的
蔬菜尽心尽力。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的蒙古族小伙子义
如格乐也是关慧明的徒弟，2014 年成立了
呼和浩特市亿祥源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合作社现有耕地100多亩，主要业务包
括蔬菜水果采摘、单位团购、家庭式配送、线
上销售等，带动就业 20 多人，年产值达到
500万元。

2017年，义如格乐拜关慧明为师，学习
先进绿色科学种植技术、精准培养客户、优
质售后服务方面的知识。在关慧明的精心
指导下，义如格乐的事业发生了质的变化，
收入也迅速增长。

“我已经 62岁了，在有生之年，得赶紧
培养年轻人，让他们尽快成长！”关慧明这样
说也这样做，他把全身技能毫不保留地教给
年轻人，目前已培养博士、硕士及本科农技
人才 30多人。内蒙古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
所博士、副研究员刘艳感慨地说：“自从得到
关老师的指导后，我找到了人生价值。目
前，我们正在研究针对北方寒冷地区的番茄
繁育技术，已选育出一种‘口感番茄’，和国
际品种相当，找回了小时候的味道，已开始
推广。”

攻克难关牢牢掌握核心技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
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想实现这个目标，需
要各行各业高质量发展，其中作为民生领域
重要的产业农业更需要引起重视。

说起农业，以往我国多类蔬菜都依赖于
国外种子，这些蔬菜长时间处于被国外垄断
的状态，为改变这个现状，我国提出了蔬菜
良种国产化战略，并投入财力和人力推进这
项工作。

关慧明作为乌兰察布市冷凉蔬菜工作
站负责人，在方智远院士的带领下，在乌兰
察布市委、市政府及科技局的支持下，开启
了蔬菜良种国产化工作。特别是近几年，在
国家提出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把饭
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的背景下，蔬菜研究不
断深入，关慧明和他的团队攻克了一个个难
关，取得了国家科研成果2项、发明专利5项
等成绩，打破了国外种子垄断的局面，使蔬
菜良种国产化步伐加快。

科技攻关不仅促进蔬菜良种国产化步
伐，还为农民增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5月 30日下午，察右中旗铁沙盖镇黄羊
城村的种植大户张小平带着相关证件来到
关慧明住处，找他办理领取种植补贴的手
续。张小平说：“我 2004年认识关老师，当

时我种的100亩洋葱苗出现了问题，所以请
关老师帮忙，他去了两次后问题解决了。今
年我种了300亩胡萝卜，其中多数是关老师
他们研发的国产种子，现在的国产种子质量
很好，一亩地只需要100元，但是用国外种子
的话一亩地需要 1000多元，加上关老师这
儿给的化肥补贴，即便行情不好我们也能收
益，行情好的话收益更高。”

关慧明的微信好友有几千个，其中90%
都是农民，他们来自全国各地。这些人只要
向关慧明请教农业方面的技术知识，他就义
不容辞地尽力指导，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问
题。这也成了关慧明的日常工作。

2017年，甘肃省武威市一个叫董慧娟的
技术人员遇到了难题，几百万株辣椒苗在几
个小时里开始枯萎。董慧娟第一时间给关
慧明打电话，哭着说：“关老师，几百万株辣
椒苗全都死了！”正在北京开会的关慧明让
董慧娟马上拍个照片发给他。看完照片，关
慧明说：“你别着急，这些苗有救。我让人带
上制剂从呼和浩特坐飞机到银川，同时在你
们当地找一些原料按照我说的方法配齐，喷
洒在辣椒苗上。”董慧娟按照关慧明的指导
采取了施救措施，过了 3天，辣椒苗重获生
机，最后只损失了5%的投入资金。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获得“北疆楷模”荣誉后，关慧明更忙

了。为了让国产胡萝卜尽快带给农民收益，
他平均每天奔波300公里，指导安徽宿州国
产胡萝卜试验基地种植、呼和浩特的武川、
和林格尔万亩冷凉蔬菜基地种植，查看在察
右中旗、兴和等地推广种植 3000亩胡萝卜
国产化种子的生长情况。他心怀祖国，早在
2010年就开始紧盯毛乌素沙漠、库布其沙漠
治理并开始了探索，2022年参加了鄂托克旗
兼顾生态、生产功能的沙地利用技术研发与
示范项目专家组，并担任顾问，经常奔赴毛
乌素沙漠深处，研究试验。经过10多年的努
力，日前有了重大突破，辅助栽培沙漠柠条
种植技术在毛乌素沙漠鄂托克旗段试验成
功，柠条成活率达 97%，成本仅是原来的
50%，为高质量大面积沙漠种植柠条提供了
技术支撑，可以说是农业技术跨界林业，为
解决世界难题、为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作出贡献。

问他为何这么拼，他说：“国家给了我这
么高的荣誉，我得对得起组织、对得起人民
对我的支持和信任！”

关慧明几乎每天都在田间地头为菜农
服务；参加工作38年来，累计培训10多万人
次，义务现场指导近 20万人次；提出了冷凉
蔬菜这个概念，牵头成立了全国首个冷凉蔬
菜院士工作站；连续攻克 2项病虫害防治世
界难题；每年自有知识产权新技术推广面积
达到 15万亩，覆盖全国 13个省市自治区农
牧民 5万户 6.5万人，帮助农牧民增收4000
多万元……科技是一束照亮人心的光，他以
科技之光连接起各族兄弟，凝聚起“石榴籽”
大家庭一起向未来。（本版图片均由海军摄）

“关老师，你看我建的党
员活动室今天完工了，行
吗？”6月11日，关慧明接到
了学生于秀珍的视频电话。
从当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到
如今的公司总经理，今年42
岁的蒙古族姑娘于秀珍感慨
地说：“我父亲很早就去世
了，关老师就是我的父亲，他
教我感党恩、教我技术、教我
为人处事，我才有了今天。
我的公司是搞蔬菜种植的，
联结了村民80多户，建企业
支部、建党员活动室就是为
了把员工、当地村民团结起
来，一起致富！”

像于秀珍这样得到过关
慧明帮助的村民、种植大户
数不胜数。参加工作 38年
来，关慧明攻克过两项世界
难题，成为乌兰察布市冷凉
蔬菜院士工作站负责人、研
究员，全国优秀科技特派
员，今年又获得“北疆楷模”
称号。

然而，你想不到他是一
位从偏僻小山村走来的达斡
尔族农技专家。

关慧明（右一）与院士工作站工作人员交流。

冷凉蔬菜院士工作站试验田。

关慧明在做实验。 夏日华在喂牛。 于秀珍观察西红柿长势。

牢记嘱托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