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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善县溪洛渡街道红光安置区，无
论风霜雨雪，还是严寒酷暑，总能看到一
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护送学生上学放学的
身影。他数百天如一日，暖心守护平安
路，他，就是义务护学志愿者罗富忠。

6 时 20 分，春寒料峭的清晨，天未破
晓，当多数市民还沉浸在甜美的睡梦中，家
住红光新区的罗富忠，已起床洗漱完毕，穿
戴整齐，出门开始他一天的护学工作。

6时 50分，罗富忠提前来到红光九年
一贯制学校旁的护学岗点位，将隔离车辆
行人的护学栏杆推到马路中间。7 时 10
分，上学的孩子和家长陆续到来，路口熙
熙攘攘，他逐渐忙碌起来。罗富忠炯炯有
神的双眼，紧紧盯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路
旁走过的孩子，没有丝毫松懈。

“请各位接送孩子的家长不要把摩托
车停在路中间！”“各位同学注意车，走人
行道！”罗富忠用话筒劝导家长遵守交通
规则，指引车辆给学生让行，帮助孩子们
上下车，引导学生安全过马路……一声声
提醒、一句句叮嘱，让师生和家长们倍感
安心。

永善县红光九年一贯制学校位于红
光安置区，有学生 2775名，人多过马路存
在安全隐患，每天送孙子来往于家和学校
的罗富忠，见此情景便暗自作出志愿护学
的决定。他自费买来话筒，开启了他的护
学之路。

他每天早早起床，然后赶到学校旁的
十字路口，护送学生过马路。下午5时，吃
过饭后，罗富忠的身影又准时出现在学校
门口，一直持续到晚上 10时左右，送走最
后一位学生，他才顶着夜色踏上回家的
路。晨曦和夜幕中，罗富忠在学校门口忙
碌的身影，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962年出生的罗富忠，搬来红光安置
区之前，一家人居住在永兴街道吞都村小
后山村民小组，那里自然条件差，交通不
便，住房简陋。而如今，住进新楼房，过上
新生活，两个孙子读书的学校离家只有百
米远，儿子儿媳在外务工有着稳定的收
入，一家人的生活和过去相比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现在搬来红光安置区，不管是出门
打工，还是娃娃上学都方便了很多，真的

感谢国家的好政策。”感恩之情一直深藏
在罗富忠的心中，他也经常身体力行地教
育儿孙们要常怀感恩之心，把帮助别人当
成生活的一种乐趣。

晨光熹微之时，暮色四合之际，一声
声有力的叮嘱和耐心地指挥学生、车辆有
序通行，坚守在护学岗的罗富忠早已是孩
子们心中最信任的人，也是师生及家长们
日常生活里最温暖的陪伴。

“每天看到孩子们平安快乐地走进学
校，安全回家，是我最开心的事，我觉得护
学这件事很有意义。”罗富忠感慨道。

骄阳下、风雨中，罗富忠初心不改，一
直为孩子们保驾护航。唯一的一次缺席，
是因为罗富忠在路口护学时，不慎被一辆
疾驰而过的小汽车撞伤，导致头部受伤住
院。

“幸好是我，如果是孩子，那后果不堪
设想！”躺在病床上的罗富忠，心心念念的
仍是孩子们的安危。

罗富忠志愿参与护学，并非偶然。受
到雷锋精神深刻影响的他，少年时就立志
要学雷锋，做好事。几十年一路走来，他

做过的好事有多少，自己已记不清了。
在永兴街道吞都村小后山村民小组

担任小组长10年里，罗富忠就是一个热心
人，但凡谁家有大事小情，能帮上忙的他
都主动帮忙，乡亲们非常敬重他。

搬来红光安置区后，罗富忠发挥余
热，尽己所能，继续帮助他人。爱好文艺
的他曾被推举为红光文艺团团长，自掏腰
包购置了价值近万元的乐器、音响等设
备，文艺团成员最多时达70余人。大家闲
暇时，常常聚在一起吹拉弹唱，上演着属
于他们的音乐会，生活过得丰富而充实。

在罗富忠家里，有一份志愿者名单，
上面罗列着志愿者的姓名、电话，家住几
幢楼几单元几室，他说那是为了方便在开
展操家理务、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时，能
第一时间和志愿者们取得联系。罗富忠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美丽家园创建贡献
自己的微薄之力。

“送孙子来学校读书，看到来往车辆
多，学生们需要穿过马路，我很担心，所以
就有了护送学生上下学的想法。”罗富忠
说，守护学生们就是守护自己的孙子，在

他眼里，这些学生都和他的孙子一样可
爱，他只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为学生
们提供安全、有序的上下学环境，让他们
平平安安上学、放学。

有一种爱叫做默默付出，不求回报。
罗富忠的无私奉献，让“安全接力棒”在他
这里一跑就是数百日。他风雨无阻，坚持
守候，为孩子们筑起爱的安全屏障，赢得
了尊敬和赞誉，红光九年一贯制学校特别
聘请他担任校外大队辅导员。

“罗富忠爷爷每天坚守在护学岗位
上，我特别敬佩他，感谢他每天保护我们
的安全，他的精神激励着我，今后我要做
一个乐于助人的人，为社会作贡献。”红光
九年一贯制学校八年级学生贾正蕊说道。

“感谢罗富忠老人的坚守，尽管没有
掌声、鲜花和酬劳，但他用一颗无私的心，
完成了爱的传递。他是我们学校孩子们
真正的‘守护神’。言传不如身教，他每天
护学的身影，孩子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
上，他的精神定会激励孩子们成为温暖、
懂得感恩的人。”永善县红光九年一贯制
学校校长凌育培说。

罗富忠：风雨无阻护学 暖心守护平安路
通讯员 陈 洪 胡兴梅 文/图

近年来，大关县吉利镇营底村火地
村民小组村民李瑞盆，带领当地村民发
展筇竹产业，通过几年的时间，将筇竹这
一珍稀竹种变成了营底村的优势特色产
业，所出产的筇竹笋已成为了村民主要
的经济来源，实现了让竹子变成“票子”，
荒山变成“金山”的华丽转身。

当下正是筇竹笋采收的季节，每天
早上天刚蒙蒙亮，李瑞盆便赶到了竹笋
收购点上等待着进山采笋的村民。

李瑞盆今年 50 岁，中共党员，大关
县瑞兴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营底村共 345 户 1493 人，最高海拔
2064米，地处高寒山区地带。前些年，因
交通不便、农作物的产值不高、缺乏产业
支撑等多种原因，村里的青壮年几乎都
选择外出务工。2017 年，李瑞盆毅然拿
出自己多年的积累，成立了大关县瑞兴
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带领部分村民
一起试种天麻，一年后便有了收益。在
一次去木杆镇采笋的经历，让李瑞盆从

此与筇竹产业结
下了不解之缘。

“2016 年 ，我
和几个邻居翻了
几座山去木杆镇
的天然林区里采
摘筇竹笋，爬了好
几个小时的山路，
太累了。当时就
看到了木杆镇的
筇竹苗圃基地和
群众种植的筇竹
林 都 长 势 良 好 。
当时就想，我们为
什么不学木杆自
己 种 植 筇 竹 呢 ？
这样每年采笋就

不用那么辛苦了。”说起当时种竹的想法，
虽然几年过去了，但李瑞盆还是很兴奋。

随着大关县“一县一业”建设，倾力
打造“百万亩+”筇竹产业布局全链条发
展战略的实施。李瑞盆更加看清了筇竹
产业发展的广阔前景，我们及时上山收
集了筇竹竹米（筇竹种子），带领村民建
起了筇竹苗圃基地。

“我们把筇竹竹米收集回来，但根本
不懂育苗技术，所幸遇到了‘筇竹教授’
董文渊，是他教会了我们育苗和种植的
技术。我们经常在电话里和微信上请教
技术，每次培训我都带着社员去学习，现
在我们村已经有 2 万余亩竹林，其中筇
竹林 1万余亩。”说起与董文渊教授的偶
遇和相识，再到今天所取得的成绩，李瑞
盆内心充满了感激。

如何让筇竹产业成为营底村的致富
产业。近几年，营底村“两委”认真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依托本
地自然环境和丰富的竹林资源优势，通

过党支部引领，以“党支部+村集体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方式流转了 3000亩
荒山建立筇竹种植基地。再以李瑞盆为
代表的种植大户带领村民发展筇竹种
植，每个村民小组打造 3—5 户示范户。
截至目前，全村共打造了 30 余户党员示
范户，瑞兴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共带
动农户 275 户种植竹子，其中脱贫户 112
户，“三类对象”30户。几年来，李瑞盆带
领社员不断钻研筇竹育苗技术，现在合
作社共培育筇竹和方竹容器苗 300 余万
株，成为了营底村及周边村发展竹产业
的标杆。

为延伸筇竹产业链，提升筇竹附加
值。近年来，李瑞盆一直在积极向董文
渊教授取经，力争在筇竹培育、种植、管
护上取得新突破，逐步实现从传统生产
力向新质生产力的蝶变。从 2019 年至
今，李瑞盆带领合作社实施了全村 80%
的竹产业工程造林，共计 9000 余亩，其
中建设了一个 300 亩示范样板基地，其
他竹基地 8000 余亩，几年来为村集体经
济带来收益 10 万余元。在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方面，
李瑞盆始终坚持联农带农理念，合作社
长期聘用劳动力 20 余人，几年来累计发
放劳动报酬 300 余万元。2019 年，瑞兴
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被大关县认定为

“就业帮扶车间”；2020 年 12 月，合作社
被认定为“省级示范社”。2024 年，李瑞
盆被评选为大关县“一县一业”筇竹产业

“筇竹工匠”。
“采摘收购完这一季春笋，我们就马

上要进行筇竹林的管护，要把所学来的
科学管护知识全部教给老百姓，在我们
山区，一定要把竹林管护好，这才是乡亲
们最好的出路。”说起今后的发展思路，
李瑞盆深感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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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盆：让竹子变成“票子”荒山成“金山”
通讯员 申知铭 刘圆梦 文/图

“今年，合作社 182户种植户，每亩平
均收入1.5万元。”永善县码口镇黄坪寨枇
杷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艾兴平家
的枇杷被四川的经销商以 17元每公斤包
园收购，获得历史上最好的收益，小小枇
杷产业，促进了码口乡村面貌大变样。

2017年，码口镇石盘自然村公路通车
后，老百姓开始大面积种植“大五星”枇
杷，通过几年的发展，不但石盘自然村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码口镇的甜蜜事业
也遍地开花。

从种10株扩种到2亩，再到打造枇杷
产业示范园，码口社区中坝自然村中坝二
组“50后”村民小组长刘万才是枇杷种植
的带头人、受益者，也是码口镇枇杷产业
发展的见证者，他是码口镇唯一一个村民
不让退休的小组长。

刘万才聊起枇杷，声音就高了起来，
一边乐呵呵地说枇杷带来的不菲收入，一
边分享多年积攒下来的丰富管理经验。
刘万才虽然年逾古稀，讲起话来却有条不
紊、思路清晰。

“我与身边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干活相
差无几，上树修枝、下地浇水、矮化回缩一
样不输。”刘万才长期劳作身子骨却十分
硬朗，说起话来神气十足。

刘万才是一个说干就干的人。2011
年，刘万才发现邻乡大兴镇枇杷亩产量
1500公斤至 2000公斤，不仅产量高，价格
还不错。

收益高，有盼头。刘万才与妻子商量
后，开始种植枇杷，虽说前几年没收入，但
到 2016 年，枇杷挂果后，收入渐渐提高，
这几年枇杷价格一年高过一年，刘万才一
家的收入年年在6万元以上。

在刘万才的带动下，中坝一组的陈发

银、中坝三组的黄
德 权 等 种 植 枇 杷
20 多亩，像艾兴平
家 今 年 收 入 预 计
26 万元。目前，中
坝自然村枇杷连片
种植达 900 亩，码
口社区种植大户超
过 30 户。通过发
展枇杷产业，中坝
群众找到了致富的

“金钥匙”。
码口镇镇长杨

健介绍，近年来，码
口镇邀请农业专家
传授枇杷修剪和病
虫害防治知识，现
场手把手教群众田
间管理，已开展技
术培训 8 场 310 人
次，枇杷疏花疏果、
矮化回缩和“双网
双套”率达95%。

码口镇锚定优
势、做强枇杷特色
产业，夯实灌溉基
础，铺设供水管道
38.92千米，新建抗
旱 池 203 口 。 目
前，全镇枇杷种植
面积达16000亩，有6000亩枇杷已进入丰
产期，预计产值达9000万元。

有歌曲唱道：“来码口，枇杷甜心里，
花椒麻翻你，‘睡美人’迷死你。”如今，码
口镇枇杷产业开出“致富花”，果农越种越
起劲，越种越高兴，日子越过越甜蜜。

罗富忠护送学生安全过马路罗富忠护送学生安全过马路。。

刘万才在采摘枇杷刘万才在采摘枇杷。。

李瑞盆在林间管护竹子李瑞盆在林间管护竹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