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华爱心人士袁存保

心系莘莘学子 助力家乡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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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都很优秀 ， 我今年再捐
2000 元，用于奖励这些优秀的孩子们！ ”
近日，西华县五二农场退休干部 、东夏
亭镇爱心人士袁存保向大袁小学校长

马路伟说。
近年来，爱心人士袁存保心系家乡

学子，出资助学的事迹广为传颂 ，受到
了家乡父老的普遍称赞。

袁存保，1951 年出生，他当过兵，转
业后成为一名农场干事。 他干一行爱一
行、干一行精一行 ，在平凡的岗位上默
默地奉献着， 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受
到领导和同事的好评。 他乐善好施、助
人为乐，生活得充实而丰满。

袁存保的父亲名叫袁克志，是大袁
村的大队长，工作积极、乐善好施、助人
为乐，深受乡亲们爱戴。

当年，袁克志支助了村里的 2 个大
学生，还经常借钱借物给乡亲们 ，以解
别人的燃眉之急 ，口碑很好 ，在村里很
有威望。

父亲用行动给年幼的袁存保做了

一个好榜样， 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坚
定他长大后也要做一个好人的信念。

袁存保上学很努力，成绩很好。 每
当回忆起学生时代，他都很激动。 他说，
虽然当年很苦，吃不好、穿不好，但同学
们的学习劲头很大， 大家志向高远，以
苦为乐 。 他怀念小煤油灯下学习的日
子，他怀念背馍读中学的日子 ，理想的
种子就是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萌芽成

长的。
高中毕业后， 袁存保应征入伍，成

为一名光荣的人民子弟兵。 在军营这个
大熔炉里，他积极上进，勇于担当，把自

己淬炼成钢。
当兵之初，他是一名基建工程兵，刻

苦训练，努力工作，积极进步，表现出色，
很快就受到军队领导的关注。 入伍第二
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三年提干，
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

1985 年，袁存保所在的部队集体转
业， 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自己热爱的军
营，成为一名农场干事。

在农场工作期间， 袁存保发扬军人
的优良作风，工作雷厉风行，不打折扣，
出色完成各项任务， 受到农场领导的信
任和同事的好评。

几十年来， 他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
党员、 先进工作者， 各种荣誉证书一大
摞，但他从不骄傲，看淡荣誉，踏实工作，
直到光荣退休。

退休以后，袁存保热心公益，他支助
过单亲学生、孤儿，帮助过困难家庭，为
灾区捐过款，加入多个公益组织。在做公
益的过程中，他充实着自己的人生，体验
着帮助别人带来的快乐。

树高千丈不忘根， 袁存保时刻惦记
着家乡的乡亲，时刻惦记着家乡的发展。
他为家乡的学生捐款，为家乡 70 岁以上
的老人捐款，为家乡的大学生捐款，让家
乡的困难学生上得起学、能成才，让家乡
的老人有个幸福的晚年。

他每年从自己的退休金中拿出

2000 元奖励成绩优秀的学生，让家乡的
孩子们学习劲头更足。

在袁存保的影响下，儿子袁文俊也
养成了乐于助人的品质 。 每当提到儿
子袁文俊 ， 他自豪满满 ， 可也深感遗
憾。 袁文俊毕业于周口广播电视大学，
在焦南监狱工作 ，工作积极认真 ，成绩
显著。 但天妒英才，2016 年，袁文俊因
公殉职，倒在了他热爱的工作岗位上 ，
后被授予河南省司法厅二等功、司法部
二级英模， 被选为 2016 年感动中原十
大人物。

袁存保说，儿子一生都在做好事，上
大学时，儿子是学校篮球队队长，有一次
他嫌儿子花钱稍多时， 儿子告诉他是给
困难队友买球鞋和接济班里的困难同学

了。“我一定要多做事，多奉献，让儿子也
因我而自豪。”袁存保沉浸在深深的回忆
之中。

奉献是快乐的，袁存保今后的路一定
更宽广，他的人生也一定更加灿烂。 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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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党和人民对农业科技工作的支
持，我将不负重托，积极建言献策，虚心向
专家学习，努力选育出更多、更好突破性农
作物新品种， 进一步做大做强中国种子品
牌， 为农业高质高效发展和现代农业强国
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全国两会期间，
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周口市农科院院长
杨青春在北京接受本报电话采访时表示。

杨青春，商水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
中共党员，全国优秀农业科技工作者、河南
省学术技术带头人、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专家。 1985 年，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大豆
育种、 高产栽培及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
等工作，先后承担河南省重大科技攻关、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等科研和示范推

广项目 30 余项，主持和参与育成大豆新品
种 27 个，累计推广种植 5000 多万亩，新增
社会经济效益 20 多亿元。

粮安天下， 良种先行， 种子是农业的
“芯片”。杨青春带领市农科院专家团队，紧
盯市场需求，以高产、优质、高效、绿色为育
种目标，扎实开展育种创新，育成通过国家
和省级审定的“周字号”农作物新品种 87
个，其中小麦 30 个 、大豆 27 个 ；玉米 、花
生、芝麻、园艺等作物新品种 30 个，在黄淮
地区形成了主要农作物新品种的 “周口方
阵”； 自主研发的小麦骨干亲本新种质周

8425B，被全国 200 多家育种单位使用，衍生出小麦新品种近 700 个，为
全国小麦育种提供了优异的基因来源，为我国种源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特别是近年来，黄淮地区粮食连年丰收，“周字号”农作物新品种功
不可没。以优质强筋、高产多抗小麦新品种周麦 36、优质高蛋白大豆周豆
25 为代表的“周字号”系列新品种，在黄淮地区年推广面积 2000 多万亩。
周麦、周豆、周单、周花等“周字号”系列新品种推广至河南、安徽、江苏等
10 多个省份，累计推广面积 12 多亿亩，新增总产量 600 多亿斤，新增社
会经济效益 600 多亿元，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周口贡献，先后荣获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项、国家发明奖三等奖 1 项，河南省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 6 项、二等奖 12 项。

我国是农业大国，也是种业大国，在种质资源创新和利用、育种技术
和手段等方面，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尚有不少短板和
不足。 “错过一个关键数据，至少再等一年，我们等不起！ ”杨青春常年奔
走在田间地头，查看农作物生长情况，观察其抗虫、抗草、抗风等特性。 无
论高温酷暑、风吹雨打，他始终怀揣中国种、中国粮、中国心，数十年如一
日，奋勇跋涉在育种的科研道路上，守望着中原大地上那一片片希望的
田野。

如何才能把中国的种子品牌做强做大？ 杨青春认为，要大力开展种
质资源的搜集、保护和利用，加强种质资源库和种质鉴定圃建设，全面加
强对种质资源的鉴定、评价和利用，挖掘一批优良种质基因，为品种创新
提供优异的基因来源。 “我们要围绕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加强分子标记、
基因编辑等育种新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在超高产优质多抗小麦、高蛋白
高油大豆、高油酸花生、高淀粉玉米、宜机收芝麻等主要农作物育种上潜
心攻关，实现种质资源研发和育种创新的新突破。 ”杨青春带着对土地的
深情、对农业的热爱，在人大代表建议中写道。 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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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青春全国两会留影

袁存保与获奖学生合影

学生为袁存保佩戴红领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