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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
周年，也是中国援中非菌草技术援助项
目组组长、高级农艺师陈克华投身菌草
援外事业的第11个年头。

“明年 5 月，我的第四次援外将结
束。我们得抓紧时间，为受援国的人民多
做点有意义的事。”电话里，身在中非共和
国首都班吉的陈克华饱含深情地说。

今年 58岁的陈克华，来自南平市邵
武市沿山镇的农技员，一个“农民专家”
能漂洋过海代表国家去援外，在普通人
眼里已是不可多得的经历。然而，他四
度受派援外，享誉异国。

四度援外推广菌草

2001年中国首个援外菌草技术示范
基地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建成落地，至今
这一技术已推广至全球100多个国家，合
作紧扣消除贫困、促进就业、可再生资源
利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发展目标，为促
进当地发展和人民福祉发挥了重要作
用，受到发展中国家普遍欢迎。

在此环境下，陈克华因在农村食用
菌技术推广方面的突出表现，被上级认
可，进入援外“人才库”。

2012年3月，他被选派到非洲国家厄
立特里亚帮助栽培食用菌，为期一年；由
于其首次援外出色表现，2014年 9月到
2016年10月，他二度受派援外，帮助斐济
栽培食用菌；2017 年 11 月到 2020 年 11
月，他已是“权威”专家，参与第三次援
外，帮助莱索托栽培食用菌；2021年 7月
6日，陈克华抵达中非共和国，开启了第
四次援外旅程。

国家选派到国外开展技术援助，作
为乡镇农技员的陈克华是怎样“炼”
成的？

陈克华从小跟着父母在自家田里种
菇，1990年考上福建农学院园艺系，毕业
后被分配到邵武市沿山镇农技站，大力
推广食用菌种植技术，在当地发展起竹
荪、大球盖菇、草菇、杏鲍菇等食用菌产
业，并到闽北各县市开展食用菌种植培
训，同时还负责多项食用菌种植技术项
目并获得省级科技奖。

他的身份既是技术员也是农民，农
民种菇一有问题找他，他便下田指导，遇
到不懂的就对接省农科院专家。

往返农家菇棚和省里专家之间，他
不断通过学习和实践，掌握了丰富的菌
草食用菌栽培技术，成长为一名食用菌
专家、高级农艺师，先后获国家发明专利
2项、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三等奖1项、福
建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

在援外的过程中，陈克华要克服的
困难难以想象，普遍存在着水土不服、语
言不通、条件艰苦，甚至要面对疟疾、伤
寒、疫情、战乱的严峻挑战……

疫情期间，出国转乘飞机数十个小
时，他都得身着防护服，那是绝对的煎
熬。2021年 11月，他们整个团队都感染
了新冠，当地医疗条件差，团队只能靠着
从国内带去的“莲花青瘟”中成药缓解病
情，新冠折磨了一个月后，他才得以恢复

健康。在中非援助期间，援助专家几乎
每 1～2 个月就被感染上一次疟疾和
伤寒。

……
“我们的岗位在这里，再危险也要坚

守住！”陈克华这样对队友们说。
“好在，家人都全力支持。”陈克华

说，他第一次援外，遇上儿子结婚，只能
让女方先办酒席，男方的酒席等他回国
后才补办。在中非援助期间，94岁的父
亲去世时，他只能用工作来寄托哀思。

“科技明星”享誉异国

付出巨大的努力，争取最大的成
绩。每次的援外，陈克华都有满满的
收获。

第一次执行帮助厄立特里亚栽培食
用菌援外任务，陈克华“单打独斗”，因地
制宜，凭借扎实过硬的专业技术，在遥远
的非洲打造出被当地人称为“明星产业”
的菌草产业，成功栽培出 2个食用菌品
种。这两种食用菌，成为总统府招待贵
宾的常用菜。这段事迹还被当地电视台
拍成纪录片播出。

第二次，他被派遣至斐济开展援外
项目，加入援斐济菌草技术合作项目组，
目标是打造特色海岛农业，让斐济成为
南太平洋的示范中心。陈克华负责在露
天和林下栽培食用菌。经过一年多的反
复摸索，他们成功探索出包括灵芝、紫孢
平菇、草菇等 8种菌草种植方法，并在当
地推广种植技术，共培训人员 669人，扶
持50多户当地农户种植菌草。斐济当地
多家报纸和电视台大量报道他们团队成
功栽培出菌草的事迹，斐济总统盛赞他
们“技术非常棒。”

第三次援外，是帮助莱索托栽培食
用菌。原定援助工作期限从 2017 年 11
月到 2020年 11月，但受新冠疫情影响，
援外专家们提前结束任务，于 2020年 1
月回国。在这次援外过程中，作为组长
的陈克华带着队员探索建立了“基地＋
旗舰点＋农户”推广模式，完成培训 920
人次，与莱索托国立大学合作开设《菌草
学》课程，维护和建设了16个菌草技术旗
舰点。

第四次，陈克华参与援中非菌草技
术援助项目，他作为援助项目组组长，带
领 7名组员，推进菌草技术援助工作，指
导当地学员开荒种草（巨菌草），搭建菇
棚，进行食用菌的生产、拌料、装袋和试
种，在班吉大学进行项目推介和技术培
训，对当地野生菇资源进行采集分离。

至目前，陈克华他们已培育菌草栽
培食用菌示范户 605户、菌草圃面积 3公
顷，推广菌草种植10公顷；帮助成立菌草
栽培合作社 5个、菌草养畜合作社 4个，
推广菌草养畜技术271户；菌草食用菌生
产线可生产100万个菌袋。

陈克华介绍，他每天早上 6时起床，
经常要忙到夜里11时许才能休息，“为让
菌草技术成为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
的‘幸福草’，我们多做点值得！”

（来源：闽北日报 作者：林传仁）

远望，大海与蓝天相连；近看，山下海湾，阵阵浪花拍打着岸
边的岩石。金秋时节，站在平潭将军山“神龟回眸”观景平台欣
赏海景，清风拂面，不知不觉中有心旷神怡之感。

平潭金井镇青观顶村背倚国家级名胜风景区将军山，面朝
大海，大自然的钟灵毓秀，为青观顶村造就了“一线天”“神龟回
眸”等景点。前些年，青观顶村曾是个村貌差、交通不便、人迹罕
至的地方。近年来，青观顶村依托风景秀丽的自然景观和底蕴
深厚的将军山景区优势，全面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点发展
传统渔业、民宿产业和文旅融合的乡村旅游业。青观顶村不仅
列入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还获得福建省“金牌旅游村”的
称号。说起青观顶村发展背后的故事，村民们总绕不开一个人
——驻村第一书记詹伟鹏。

詹伟鹏是福建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党委组织员，2021年
7月经组织选派，到青观顶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两年多来，詹
伟鹏的足迹踏遍了青观顶村的沟沟壑壑。回忆起驻村工作的点
点滴滴，詹伟鹏心里面觉得既充实又深感不易。如今，他深深爱
上了这片干事创业的沃土，前行的脚步也越来越坚定。

发挥党建引领

打下坚实政治基础

作为一名高校党务干部，面对全新农村工作领域，詹伟鹏刚
驻村时也曾迷茫过，为了不辜负组织的培养，他迅速转变心态，
把职责使命扛在肩上，积极投入青观顶村乡村振兴工作，为平潭
国际旅游岛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詹伟鹏把抓党建工作落实、抓干部队伍建设和制度规范执行
作为首要任务，组织青观顶村党支部与福建理工大学多个师生党
支部开展结对共建，推动实现“党建+业务”的双促进、双提升。两
年多来，青观顶村党支部与平潭综合实验区法院、检察院等区直
机关多个部门党支部开展党建共建活动，凝聚合力助推青观顶村
乡村振兴。青观顶村党支部连续五年获评五星级基层党组织。

驻村以来，詹伟鹏和村两委班子结合各类节日组织党员开
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密切了党群关系。“党建+”系列活
动的深入开展，使村里在人居环境整治、生态环境保护、文明乡
风、矛盾调解等方面的工作更加精准高效地开展起来。2021年
底，青观顶村获评省级乡村治理示范村。

詹伟鹏还邀请高校专家讲授专题党课，提升村干部履职尽责
能力；与村两委制定新制度多项，助推村级规范化管理；依托干部
培训等，鼓励年轻村干部提升学历，并给予帮助和支持；组织村干
部外出学习调研，开阔视野、拓宽思路，推动工作提升……

打造美丽乡村

发展乡村研学实践

青观顶村是一个风景优美的海边小渔村。为了打造美丽乡
村，詹伟鹏与村两委干部从环境卫生整治提升工程入手。通过
引入绿岛花城苗木种植项目、共建植树活动、志愿卫生清理等方
式，提升村庄“四旁”绿化，运用闲置空地种植香樟、枫树、三角梅
等共 5000余株，全面提升绿化景观，打造美丽乡村。美丽乡村
的打造进一步引来了客人，拉动了旅游消费，增加了村民收入。
2023年，青观顶村入选福建省美丽宜居村庄重点培养对象。

詹伟鹏认为，青观顶村拥有得天
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和区域位置优
势，村域内有将军山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和学雷锋乡风
文明示范点等，发展乡村研学经济切
实可行。

为此，詹伟鹏与村两委干部充分
酝酿，决定依托自身区域优势，与派
出单位福建理工大学及兄弟院校等
开展实践教学合作。福建理工大学、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多个实践基
地在青观顶村成功挂牌。两年多来，
福建理工大学、福州大学等 10多所
高校，共有 20余支实践队入村考察

实践，为村庄的规划调整、产业发展等提出了宝贵意见建议。福
建理工大学还将大学生实践教育课“搬”到青观顶村，詹伟鹏后
续也将继续推动青观顶村与各大高校、中小学的合作，大力推广
青观顶村乡村研学实践模式。

营造文明乡风

深化精神文明建设

驻村工作中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关心关爱困难群众、低
保户、农村“三留守”等弱势群体。詹伟鹏组织村两委干部定期
开展“重阳节、三八妇女节、母亲节”等活动，连续三年在九九“重
阳节”之际，组织 60岁以上老人、退役军人、贫困户等共度重阳
佳节，营造敬老爱老的文明乡风。

“常进农家门，常听农家言，多说农家话，体验群众所思所
想、酸甜苦辣，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群众才会
理解和配合你的工作。”这是詹伟鹏任驻村第一书记以来最切身
的感受。

“我们都把詹伟鹏当成青观顶村的一分子，乐意跟他唠家常，
遇到难事、闹心事都爱跟他讲，听听他的意见。”村民魏远实说。

在日常的驻村工作中，詹伟鹏时常入户慰问困难群众，为残
疾人主动上门服务，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家门口、送到群众心坎
里，为青观顶村百姓解难题、办实事。近两年春节期间，詹伟鹏
争取学校资金 2万余元，对村内困难党员进行慰问；2022年 3月
天气寒冷期间，詹伟鹏主动为村内10余户困难老人送上保暖棉
被；帮助20余户困难家庭申请低保和临时救助……

重视产业发展

大力推进强村富民

詹伟鹏与村两委干部优化传统农渔特色，大力推广天然坛
紫菜，年产值可达近百万元。引导 40多户渔民制作蟹笼渔具，
每户年均收入3万多元，年产值达100多万元。激发传统产业活
力，组织25艘300马力以上的渔船开展远洋捕捞，平均每人年收
入15万元左右，每年产值达3000余万元。

驻村以来，詹伟鹏累计争取各类项目资金1300多万元，加快
推进青观顶村路网项目建设、完善灯光亮化；为了打造高端民宿
品牌，不断协调、反复做村民思想工作；为了让游客“留下来、有的
玩”，争取平潭综合实验区旅游与文化体育局支持，在民宿周边建
设四个观景平台，作为游客休闲观景的歇息地。当前，詹伟鹏正
组织学习借鉴“千万工程”先进经验，依托自身资源禀赋，以打造

“岚起山海”高端度假村为抓手，探索“景村一体化”的发展之路，
为青观顶村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近两年，青观顶村通过资产经
营、出租集体土地等方式，每年村集体收入稳定在25万元左右。

詹伟鹏积极为青观顶村“代言”，接待来访团队、游客及各类
培训班等达百余次，介绍村里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特色产业，
全方位展示村级事业发展进步和乡村振兴成果。

今年 5月，詹伟鹏荣获“第 20届福建青年五四奖章”。“两年
多的驻村工作，我感觉得到了真正的锻炼，也成长了不少。驻村
工作任重道远，我将接续为青观顶村的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青
春力量，希望青观顶村的未来越来越好！”詹伟鹏表示。

（记者张华元）

四度援外播撒中国“幸福草”
——记中国援中非菌草技术援助项目组组长、高级农艺师陈克华

为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记平潭金井镇青观顶村驻村第一书记詹伟鹏

植树节植树节，，詹伟鹏詹伟鹏（（左一左一））与共建单位种植苗木与共建单位种植苗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