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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三十五年如一日，扎根太行山，打造了

“富岗”“绿岭”等知名农产品品牌带动十万多农民群众脱贫致富，

被誉为“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同志是时代楷模，对党忠诚，

心系人民，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扎根太行山，研究推广农业科技事

业，为贫困地区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做出了卓越贡献。

李保国教授在绿岭带领人民研究新型栽种方法，使树苗成活率大

大提高；进行开沟换土，找到最适宜核桃树生长的土壤；研究嫁接技

术，使核桃结果又大皮又薄，形成独特的绿岭新品种；研制脱皮机器

简化流程减轻农民压力，大大提高生产效率；提出核桃乳中不添加香

精，实现绿色无害。

李保国教授对党忠诚，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始终忠于

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先后培育了

“全球生态环境建设五百佳”提名奖典型——邢台县前南峪村、全国

科教兴村先进典型——内丘县岗底村和全国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

—河北绿岭果业有限公司等先进典型，打造了“浆水”牌板栗、“富

岗”牌苹果和“绿岭”牌核桃等全国知名品牌产品，他所推行的“绿

岭薄皮核桃矮化密植栽培技术”被认定为国内首创。

李保国教授心系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的一生都奉献给

了人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都和农民在一起，和土地在一起，和

果树在一起。他平易近人，从不端教授的架子，吃穿住都和农民一起，

没有怨言，甘之如饴。早在绿岭建设之初，李保国和绿岭的工作人员



一起住在临时搭建的窝棚里。三伏天，窝棚如蒸桑拿，三九天，窝棚

如坠冰窟，李保国全不在意，一门心思放在荒岗治理上。工地上的伙

食很简单，有时高胜福实在过意不去要给李保国加菜，李保国却坚决

不让，说：“正是创业的时候，条件苦些差些很正常，能吃饱不饿肚

子就行了。”

李保国教授艰苦奋斗，三十五年如一日，扎根太行，在临城凤凰

岭，在内丘岗底村，在邢台前南峪……三十五年，他坚持奋斗在前沿，

每一项技术，每一道工序流程，都是他亲自研究实验，最终将最好的

结果呈现和反馈给大家。他想方设法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引进 6个

核桃优良品种、11个山核桃品种，从国内其他省区引进 13个核桃优

良品种，进行杂交组培实验。终于在一棵核桃树上发现了一个基因变

异的新芽，用它培育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薄皮核桃新品种“绿

岭”。在临城县凤凰岭，他创造了“一年栽树， 两年结果，三年有

产，五年丰产，亩产 500 斤优质核桃，亩纯收益万元以上”的奇迹。

李保国教授无私奉献，总是将人民的事情放在第一位。2016 年春天，

山东济宁林业局想请李保国给当地的老百姓做一次技术培训，当时李

保国教授因为心脏不好住院输液，但是他知道后毫不犹豫地出院，亲

自前往。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每一天的工作，其中只有一天记录的

是休息，因为心脏不好。看着他的日记，心中不免感慨万分，这是多

么伟大的人啊，“人民楷模”他当之无愧。

李保国教授的精神，时刻影响着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作为

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始终忠诚为党、心系人民、艰苦奋斗、无私



奉献。为了帮助山区的人民脱贫，他扎根太行 35年，被习总书记喻

为“太行山上的新愚公”：为了找到更好的培育树种的方法，他长时

间扎根在山区，同山区人民一起，致力于攻坚脱贫；为了更好的照顾

核桃树，研究新的核桃树成长方式，在爱人生病的时候，仍然没有时

间回家探望，而是简单的电话问候；为了自己的事业，他把年幼的孩

子带在身边，城市里的孩子活成了村里的娃娃；他的衣服，有时候还

比不上农民伯伯的好，却不以为意，仍然将破旧的衣服穿在身上；他

克服种种困难，艰苦奋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私奉献，为山区

人民的脱贫事业奋斗终身，坚定自己的方向，发挥了自己的社会价值，

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我们在日常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应该

向李保国同志学习，学习他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学习他不忘

初心、矢志不渝的斗志，学习他舍小家为大家的魄力。

在参观完了李保国科技纪念馆后，绿岭小分队成员有了许多的感

想。在每一个年代，各个领域的优秀党员干部们为了新中国的发展，

为了促进新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了让人民过上富余、幸福的生活，奉

献了自己的一生。

在学习中，小分队成员决心积极学习李保国同志学习的劲头，无

论是什么身份的人，他都可以用一个良好的态度同人交流，互相进步，

共同成长；在生活上，积极学习他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不以自己是

教授而高人一等，同每一个人友好相处，和蔼待人；在工作中，积极



学习他认真思考、踏实肯干、勇于创新、不断进步的伟大精神，坚定

不移的为自己的事业奋斗终身。(撰稿/摄影：张路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