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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更多父老乡亲走上致富路
———记全国劳模、科农扬州鹅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杨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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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起前不久到北京参加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

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的情景，全国劳动模范、科农扬州

鹅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杨万明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日前，

他在自己的养殖基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没想到我一个普通的

农民能够当选全国劳模，能走进人民大会堂聆听习总书记的讲

话，我感到无上的光荣，激动的心情更是难以言表，这次经历让

我铭记一生。”

“习总书记在今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

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指出，提高包括广大劳动者在内的全

民族文明素质，是民族发展的长远大计。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提高职工队伍整体素

质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抓紧抓好，实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推动建

设宏大的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虽然我是一个养

鹅的，我也要加强学习提升素质，要通过学习，懂业务、懂市场、

懂经济、懂贸易。现在，公司饲养的扬州鹅已销往全国10多个省

份，下一步，我要让扬州鹅销往全国，带领更多父老乡亲走上致

富路。”面对记者的采访，杨万明激情满怀。

坚持理想：走回乡创业之路

小时候的杨万明家庭条件不好，那时的他就暗下决心：要通

过努力改变命运！高中毕业后，他毅然选择了参军。三年的军旅

生涯，让他成长成熟了很多，也让他拥有了不同于常人的勇气，

更让他坚定了“只有靠拼搏、去奋斗才能改变自己命运”的信念。

转业后，他到北京城建公司工作，因为单位的名气还不小，而且

在北京，同龄人都很羡慕他。由于工作认真负责、成绩突出，领导

对杨万明给予充分肯定，多次表扬他，但这些始终阻挡不了他浓

郁的家乡情怀和创业梦想。

“你在北京干得好好的，怎么还要回来？你这孩子是不是要

气死我呀！”当杨万明向家人提出要回家创业时，面朝黄土背朝

天、辛苦了一辈子的父母很不理解：为啥放着体面的工作不干，

非要与土地打交道？同学、战友们也都不理解。要知道，上世纪

90年代，多少生活在农村的年轻人都憧憬着离开黄土地，走向

大城市。但自小就喜欢鹅的杨万明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1997

年，杨万明背着行囊，怀揣梦想，带着自己在京城攒下的几万元，

开始了回乡种草养鹅的创业之路。

克难攻坚：走品牌创新之路

“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坚持走下

去。”回家后，杨万明开始在老家尝试着种草、养鹅。然而，养鹅之

路并不是一帆风顺。没有技术，他四处求学，学习养殖技术；没有

资金，他多方融资，寻求资助；没有群众的支持，他挨家挨户上门

做工作……由于养鹅有一定的噪音，为了不扰民，他曾将养鹅场

多次迁址。

200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到了杨万明的头上，他

养殖的鹅遭遇了一场怪病，就要出栏的成鹅大片大片地死去，损

失十分惨重。“那时，我很沮丧，怀疑自己的能力，甚至怀疑自己

选择的道路。”看着成堆的死鹅，杨万明眼睛红润，心急如焚。怎

么办？是进是退？当过兵的杨万明没有就此屈服，而是痛定思痛，

认识到要想走好养鹅之路，绝不能仅凭一股热情，凭手中一根赶

鹅的竹竿，必须要依靠科技。

思路决定出路，说干就干。2001年，杨万明争取到了与扬

州大学赵万里教授合作的机会，研发鹅的新品种。经过两年多

的研究与实践，他与赵万里终于培育出了新品种———扬州鹅，

该品种具有产蛋率高、个头大等多种优点，很适宜推广养殖。很

快，扬州鹅品种就通过了省级专家鉴定。那一刻，杨万明终于看

到了事业的曙光，但先期资金投入的困难又成了一道迈不过去

的坎。了解情况后，当地党委政府及时伸出了援手，帮助他担保

做了贷款。2003年，杨万明投入100多万元建成了扬州鹅扩

繁、饲养基地，他也由此逐步在养鹅路上站稳了脚跟。现在，杨

万明年饲养种鹅2万多只、商品鹅6万多只、炕孵苗鹅90多万

只，年创产值超过1000万元。扬州鹅新品种已经推介到外省，

正走向全国各地。

回报感恩：走共同致富之路

“家乡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家乡的父老乡亲和党委政府对我

创业给予了很多支持，新品种研发成功后，我不能独自私藏，要

让群众都能得到实惠。”郭集有一困难户想养鹅，但苦于身无分

文。杨万明知道后，马上送去了1000多只种鹅，然后，又送去了

玉米等饲料，终于助其走上了养鹅致富的道路。如今，该困难户

早已脱贫。2006年，送桥镇政府提出了“鹅业富镇”的口号，想利

用扬州鹅的品牌，打造扬州鹅生产、销售、加工一整条产业链。镇

政府相关人员找到杨万明说明想法后，杨万明非常支持，并表示

将毫无保留、全力以赴做好示范引领工作。当年8月份，他牵头

成立了“高邮市心连心鹅业专业合作社”。刚开始大家都不太愿

意加入合作社，当他把合作社会员优惠政策一一解读给大家听，

有的人表示愿意试一试。合作社第一批会员尝到了甜头，获得了

丰厚利润，消息很快便一传十、十传百，其他群众纷纷要求加入

合作社，目前合作社已有会员500多名。同时，抱团闯市场也让

杨万明的腰板更硬了，他成立了“科农扬州鹅业发展有限公司”。

在他的带动下，全镇现建起200至500亩的规模养鹅基地近10

个，从事鹅业经济的达2000多人，每年每人仅靠养鹅业就能够

增收2000多元，做到了“一只鹅富裕一方人”。

养鹅致富后的杨万明不忘社会责任。2003年，张公渡村修

建水泥道路，杨万明主动找到村干部捐资1万元；每年重阳节、

春节等重要节日，杨万明都要赴镇敬老院慰问老人；每年开学

前，杨万明都会主动关心镇里交不起学费、伙食费的学生，不求

回报地资助他们，近年来，杨万明已累计捐资助学5万多元。

憧憬未来：走绿色发展之路

“没有父老乡亲的关心帮助，没有党委政府的信任支持，就

没有我的今天。”杨万明动情地说，当初将合作社取名“心连心”，

有两层含义，一是党委政府连着老百姓的心，二是他连着父老乡

亲的心。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常态，他将把自己所拥有

的荣誉作为发展的强劲动力。

在谈到扬州鹅下一步的发展之路时，杨万明首先想到的是

扬州鹅的品牌和产品质量，让扬州鹅成为“绿色食品”“放心食

品”。他说，从源头管控，以饲料的安全保证扬州鹅的安全；积极

向上争取，与扬州“绿扬金凤”人才工程项目挂钩，聘请扬州大学

专家教授，研究掌握疫情特点，提升扬州鹅疫情防控的能力和水

平；督促加强对“天歌鹅业”等扬州鹅加工企业货源渠道的管理，

提升货源的正宗性，从而保证扬州鹅的品质。

现在，杨万明所在的镇已与其他两个镇合并为湖西新区。杨

万明表示，将尽心尽力发挥劳模的示范引领作用，全心全意、全

力以赴支持家乡建设，支持新区发展。同时，让扬州鹅销往全国

各地，带领更多的父老乡亲走上更加宽广的致富大道。

【人物档案】杨万明，送桥镇张公渡村人。他养鹅致富后

不忘社会责任，带动周边2000多名乡亲致富，并且热心公

益事业。他是扬州市第六、七届人大代表，先后被评为高邮

市劳动模范、扬州市劳动模范、江苏省劳动模范，今年光荣

当选全国劳动模范。

责任编辑 张维峰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http://www.gytoda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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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谋水福 服务情更真
———记菱塘回族乡水利党支部

望着汩汩清水缓缓流进自家的育秧田，高庙村佟桥片区

的村民们高兴得像过年：“现在好了，我们再也不为农忙时田

里的用水问题犯愁了。改造后的泵站全部安装计量表，我们灌

溉用水费也将大幅下降。”

高庙村佟桥片区的老泵站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

泵站设备老化，大大影响抽水量，给农业灌溉造成了严重的影

响，每到农忙，村民们都为用水的问题犯愁。“群众遇难事，我

们来解决。”菱塘水利党支部一班人迅速形成共识。通过积极

向上争取，佟桥一级灌溉站正式立项。为了不误农时，水利党

支部一班人和施工人员一起加班加点奋战在施工一线，抢时

间，赶进度，泵站终于在夏种前投入使用。

这是菱塘水利党支部真情服务、为民谋福，让群众真正享

受到水利发展成果的生动缩影。

群众盼什么？当前水利工作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带着这

些问题，这几年，水利党支部一班人经常深入到村组和田间地

头，了解群众所盼所求，调研农村水利建设存在的问题，研究

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和工程措施，同时做到不把问题停

留在纸上、喊在嘴上，而是要想方设法解决在现场。为保证农

民群众夏栽有水灌溉，水利党支部特事特办，为龚家、高庙等

村修建三座蓄水塘坝，解决丘陵山区农民群众农田灌溉难题。

为根治龚家村南部大官塘撇水河引排问题，水利党支部积极

实施了河道整治工程，开挖整治河道2800米，配套建设涵闸

10座，彻底根治了工程隐患。为保证菱塘村备战圩区内排水降

水的通畅及时，保证群众农田、鱼塘不受淹，水利党支部灵活

调整工作计划，先期为该村新开挖一条3000米的排水河，解

决了该区域的排涝难题。

据了解，近年来，菱塘水利党支部争取投资1220万元，新

建拆建灌排泵站16座、砼衬砌管道6条4.1公里、新建水利涵

闸76座、新建拆建生产桥7座、箱涵式钢筋混凝土排水洞5

座、新开小水库3座增加蓄水量8万方。通过以上工程的建

设，极大地改善了菱塘乡农业农村生产灌溉条件，提高了农民

生产生活水平。

为适应新形势下农村水利建设需要，在市水利局的指导

帮助下，菱塘水利党支部先后尝试在清真村、高庙村成立农民

用水户协会，制定了农民用水户协会章程、灌溉管理制度和财

务管理制度等，明确了协会和理事会人员岗位职责，由直接受

益的广大用水户参与农村水利工程的建设、管理和维护，解决

了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后集体管水组织主体“缺位”问题，

也解决了农村大量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斗渠以下田间工程有人

用、没人管，老化破损严重等问题。同时，结合各村实际，认真

深化水价改革，加大宣传，强化农户水商品意识，通过水利工

程建设与维护，做到节约用水、降低农业生产水成本。实施用

水计量，探索以量计价，按价收费模式，真正做到通过加强水

工程管理，提高农田灌溉利用率，通过实施用水计量，促进农

民节约用水、达到降低水价的目的。目前试点村群众普遍反映

较好。

此外，菱塘水利党支部还围绕打造水景观、彰显水文化的

要求，不断加大养水护水力度，落实长效管护机制，实现河道

全面管护和生产生活废弃物达标处理，构建了水管理、水安

全、水环境、水生态、水文化“五位一体”的水美乡村创建生态

文明体系。同时，以创建省水美乡村为抓手，全面推进河道环

境整治，实现了水系通畅、水体清澈、水陆和谐的创建目标，达

到了水安全有保障、水资源有保证、水环境有保护、水文化有

底蕴、水景观有特色的创建目的，菱塘乡顺利创建成了江苏省

首批水美乡镇，清真、菱塘、骑龙三个村也创建成了江苏省水

美村庄。 杨松椿 周雷森

菱塘党建工作巡礼之三

图为修葺一新的佟桥一级灌溉站

杨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