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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位于居民区内的镇坪县图书馆这一微型图书
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其独特的公益课程点单式服务。
该馆提供的公益课程多达十余种，邀请了来自全县各行
各业具有专业技能的教师担任文化志愿者。 镇坪县图书
馆馆长丁蕊蕊介绍道：“目前，围棋公益课程是最受欢迎
的，公众对围棋展现出浓厚的兴趣，为此我们特别聘请
了镇坪县围棋协会的秘书长李宁担任指导教师。 ”

在山城镇坪，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棋痴”的李宁，一
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沉醉于围棋这一“黑白”艺术之中。 他
通过围棋结识了众多志趣相投的友人，并与棋友携手创
办了镇坪首个民办棋院———南山棋院，吸引了众多职业
棋手前来交流与学习。

李宁 1966 年诞生于安康市汉滨区梅花石村，年届
二十之际，迁至镇坪工作。 初至镇坪，业余生活颇为单
一，然而，得益于几位挚友对围棋的热爱 ，他亦开始自
学此道。 起初，围棋仅作为其消遣之用，但随着对其深
邃内涵的逐渐领悟 ，以及对思维活跃性的促进 ，他逐
渐对围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并最终取得了围棋业余
4 段。

2015 年 8 月，他从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的职位上退下
来，转而投身于扶贫事业的最前线。 经过四年的不懈努
力，他所帮扶的村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9 年，他
荣获县委、县政府颁发的“扶贫工作先进个人”以及“镇
坪县首届最美退役军人”荣誉称号。 在扶贫工作中，他深
刻体会到，仅仅物质上的富裕并不能解决精神层面的贫
困。 他深感时代赋予的重任，即如何使孩子们远离电视
和电子产品。 怀揣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定信念，他
全身心地投入围棋普及事业中。 从此，教授儿童围棋成
为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

2022 年 6 月受馆长丁蕊蕊邀请，他作为一名围棋公
益老师加入县图书馆的志愿者队伍。 围棋班开课时，李
宁倡导家长陪同，旨在促进家长与孩子的共同成长。

来到馆内，不单有浓浓的书香，还有两台会下围棋
的机器人，它们静静地矗立在一角，成为这里一道独特
的风景线。 无论是初学者还是高手，都可以与这些机器
人进行对弈，体验不一样的围棋乐趣。 与它们对弈，不仅
能提升棋艺，还能感受到科技带来的无限可能。

走廊的尽头，一间活动室内，一场少儿围棋比赛正
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十余名孩童，在家长的陪伴下，全

神贯注地参与着这场智慧与策略的较
量。每当选手们落下一子，便会按下桌
边的计时器。棋盘上黑白相间的布局，
不仅展现了智力的比拼， 更是心理战
术的较量。李宁正置身于其中，静观着
选手们激烈的竞技场面。

“办围棋班，让这里很多孩子受益，
我女儿尤禹心是李宁学生之一。 课堂
上 ，他教法灵活 ，风趣幽默 ，很有亲和
力，是孩子和家长的主心骨，经常与家
长和孩子沟通，就像一位朋友一样。 他
一年要组织学生们参加十来场比赛，孩
子们棋艺得到了不断提升。 冬季图书馆
又开了高、 低段位两个公益培训班，都
是李宁一个人教学，他乐此不疲，对围
棋传承他是有执念的。 ”馆长丁蕊蕊感
激地说道。

如今，58 岁的李宁除了每周在镇坪
图书馆兼职为少儿围棋培训班志愿服
务两小时外，还为慕名而来的孩子辅导
围棋。 做围棋志愿培训师 20 余年，跟他
学过围棋的孩子究竟有多少，连他自己
也数不清楚，真可谓“桃李满天下”。 李
宁说：“让更多的人接触围棋，这是我最
想做的事！ 我想让孩子们在镇坪就可以
享受更多的文化教育资源。 ”

在李宁的公益培训指导下， 孩子们迅速成长。 2024
年 4 月， 应平利县之邀， 其学员杨祖汶在比赛中荣获桂
冠。孩子们在各类竞赛的历练中愈发出色，众多学生在进
阶比赛中勇夺冠军。 值此国庆佳节，汉滨区围棋协会、镇
坪南山棋院以及紫阳新希望围棋学校共同举办的青少年
围棋赛事中，甲组杨祖汶荣获亚军，乙组前十名中，李宁
的学生占据六席， 更是包揽了第一， 第二及第四名的佳
绩。

2024 年 7 月 23 日至 7 月 26 日， 县里举办了首届
“镇坪长寿文化杯”。李宁带着孩子们积极参与，同全国各
地棋手学习技艺。 这场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 20 多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 500 余名小棋手、 领队及教练员齐聚
“自然国心”参与博弈，这次大赛的举办也在镇坪掀起了
围棋热。 作为陕西首个在县级举办的全国性少儿围棋公
开赛， 它不仅寄托了镇坪人民对文化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的深切厚望，更成为推动地方经济、文化、旅游全面融合
发展的关键引擎， 为镇坪县的乡村振兴战略铺设了一条
充满希望的发展道路。

李宁深信，扶贫先启智，文化要自信，振兴靠精神。镇
坪受自然条件限制，无论经济、社会、文化都稍落后于其
他地区。过去的一年围棋为县上的文共体建设添彩增色，
举办全国少儿围棋大赛， 全县百余名青少年荣获级位证
书，十多位同学升段成功，为求知若渴的青少年打开了通
向智慧世界的一扇窗。取得这样的好成绩，县图书馆功不
可没，馆里始终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连续举
办“阅读+围棋”公益培训班，让更多读者走进图书馆，一
起学习围棋，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有十四位同学的家长
今年成功定段，如今的镇坪，围棋早已代替麻将成为很多
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对于推广围棋，传承传统文化，李宁倾其半生，殚精
竭虑。 他表示：“围棋有利于开阔思维，培养大局观，推广
围棋并不是一定要出顶尖人才，而是可以激活人的思维，
下围棋可以提高小朋友的智商和情商，对学习有益，小朋
友学会了围棋，开拓了思维，对他将来不论做什么工作帮
助都会很大。 而且，对于山里的孩子来说，学习围棋成本
低，负担小。 只要社会还需要我，我就会一直做好围棋公
益课堂 。 ”

现年 51 岁的王富春，自初中毕业后便返回家乡从
事农业劳动，成年后则选择外出工作。 然而，无论身处
何地，从事何种职业，她始终无法割舍对书籍的热爱。
《人生》《雷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励志书籍，几乎
成为她珍藏的宝贵财富。

在 19 岁的年纪， 当同龄人开始讨论婚姻大事时，
她意识到必须掌握一门专业技能， 才能建立家庭并开
创事业。 于是，她从宁陕县皇冠镇出发，向西前往新场
镇，学习缝纫技术。随着手艺的精进，爱情也悄然而至，
她于次年嫁入新场。 从处理家务琐事、从事手工艺，到
担任村妇联主任，再到担任村文书，以及副主任、副支
书、支书，她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前行。正是凭借不断学
习，她得以逐步提升。 到了 45 岁，她终于满足了“担任
村级正职五年”的条件，踩着时间的门槛，成功考取了
公务员职位。

她向丈夫说：“我并不信命， 但我必须感谢这些书
籍。 ”她细心地擦拭了这些书，并将它们整理得井井有
条。将书籍装车，运送至镇政府。到了来年，王富春的家
庭从月亮坪村迁至集镇， 她再次将这些书籍搬入了新
居。 尽管多次搬家，她始终无法割舍那些伴随她成长，
充满回忆的珍贵书籍。

帮忙的人不理解，这么旧、这么重的书，搬它干什
么呢？

她指着一些时政读物说：“这些书， 见证了我的成
长和蜕变，也让我深刻体会到了知识的力量。每一本书
都像是一个老师， 教会我许多人生的道理和工作的智
慧。 ”在政治读物中，她学会了如何更好地理解党的方
针政策，如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在实践中学，在学习
中干，她不断地积累经验，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 正
是这些书籍的陪伴和指引， 让她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
女，成长为一位优秀基层干部，并获得“优秀共产党员”
和“优秀党支部书记”的荣誉。

她拿起《口才三论》《修心三不》等实用读物，激动
地说：“农村工作千头万绪，不只是要‘走遍千山万水，
说尽千言万语，历经千辛万苦’，还要懂政策、懂技术、
讲方法、讲技巧呀！ 不读书，真不行！ ”

她自己刚学会网购，就亲手买回《百年孤独》《霍乱
时期的爱情》等世界名著，一本本工工整整地摆上书架

才舒了一口气。 她深知如果不是文学的
滋养，自己也只是个乡间农妇。 因为这
些伟大的名著， 她才有了开阔的视野、
公仆的情怀和乐在山乡服务大众的理
想与抱负。

一本《林海雪原》陪了她二十多年。
她抚摸着褪色的封皮，目视着窗外的秦
岭， 感慨道：“从黄花少女到中年妇女，
当年的我也想飞出大山呀！ 然而，秦岭
的冬天，也是林海雪原。 想到先烈们的
艰苦奋斗、血色浪漫，我释然了。 人生何
处不逢春？ 我就在这里扎根， 工作、生
活、读书，读山读水读人生，乐哉悠哉，
何乐不为？ ”

51 岁的王富春， 依旧精神焕发，既
优雅又干练；她依然与书籍为伍，追求
着她的书香人生。 她的丈夫在高铁公司
担任警务工作，长子在三亚负责驾驶动
车，次子在龙王镇担任民警。 她独自坚
守在家乡，担任宁陕县新场镇政府的林
业干部，并承担所有家务。 尽管工作繁
忙，她却坚持每天晚上抽出三到四个小
时来阅读。 她表示：“不读书，我无法安
心入睡。 ”

她的勤奋好学精神，亦激励了周围
的同事们，大家纷纷效仿她，通过阅读书籍来掌握处理
乡村事务更有效的策略。

星期天的下午，冬阳高照，大地回暖。 王富春配合
新场镇人大主席刘伟，约上六位年轻干部，走出政府机
关大院， 开车直向七公里外的秦岭梁奔去。 来到名为
“海拔 1499”民宿东侧的“秦岭书屋”。在环境的影响下，
王富春和同事们很快进入阅读状态。2024 年初冬，宁陕
县委为抓好文旅融合，推进全民阅读，在全县 25 家精
品民宿建起了秦岭书屋， 目的是方便游客及当地干部
读书。 当这家民宿的秦岭书屋迎着雪花闪亮开放时，王
富春既因工作之便光顾过， 又因机关干部的主题读书
会、个人的休假消闲以及如同今日的“同事约读”，到此
享受过这优雅的阅读环境、难得的阅读时光。

她很享受这一杯茶、一本书的围炉生活，工作繁忙
之余，自这家民宿开办秦岭书屋一个多月以来，她已经
到过四次。 王富春说：“这里的两大间书房、五千多册新
书，简直太豪华了。 尤其是头两次来看书，我感觉都看
不过来了，每次都会选择十几本书，但是书要一本一本
仔细地看，最终翻阅的、借走的，只是一两本。 ”

在她的带动下， 新场镇政府逐渐形成了浓厚的阅
读氛围。 居民们开始更加注重自我提升，通过阅读不断
拓宽视野，增强自身的综合素质。 王富春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诠释了阅读的力量， 也为新场镇的文化建设贡献
了自己的力量。

她知道，如果没有书，她不会从宁陕县皇冠镇一路
坚持不懈走到新场镇工作， 更不会从村支书干到公务
员！

“读书已经成了她的日常，她生活中的习惯，在她
看来读书就是一生的功课。 因为在书中学到的大智慧，
在工作上她也得心应手，处理起工作事务来恰如其分，
我们现在也都在向她学习，共同进步。 ”镇人大主席刘
伟对王富春的工作表示赞赏。

“生命是一个漫长的旅程， 阅读是相伴一生的快
乐。 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持续学习是保持竞争力的关
键。 因此，我不仅自己热爱阅读，还积极鼓励身边的人
一起加入阅读的行列。 要继续读下去， 不能与社会脱
节。书籍是我们了解世界、提升自我的重要途径。”51 岁
的王富春对读书、对学习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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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岁末的临近， 位于旬阳市双河镇卷棚村的
秦陕宏家庭农场，正呈现出一片繁忙的加工景象。 负
责人杨其勇有条不紊地安排工人将收购回来的土
豆、萝卜等蔬菜加工包装，只消一个昼夜，原本鲜灵
的蔬菜就成了既可以长期保存又畅销全国的干菜。

“我们生产加工的干菜产品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除了本地市场，更多的就是卖到北京的新发地市场。
像香椿干、土豆片、萝卜条，消费者的反馈都是非常
不错的，本地出产的大米也一直卖得不错。 ”手举着
几包农产品，杨其勇一脸自豪。

地处旬阳市东北部的双河镇，自然禀赋优良、生
态资源丰富， 发展农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近年
来，在当地政府的号召下，大批“归雁”返乡创业，让
双河镇的面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产业发展更
是蒸蒸日上，形成了人才筑基、“三产融合”的振兴合
力。

在众多“归雁”人才之间，杨其勇就是其中颇为
突出的一个。 出生于 1979 年的杨其勇， 早年间因家
境贫寒，十几岁时就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为了生活，
他曾辗转于不同的行业务工，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
建材装修的生意，后来又开办了腻子粉厂。 在房地产
行业方兴未艾的阶段，靠着勤劳上进的品质，他积攒
下自己的原始资本，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时光
匆匆来到 2005 年，因为北京城市发展的要求，大批工
厂面临关闭，杨其勇的腻子粉厂也就此落幕，他不得
不收拾行囊回到双河镇。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考
察后，受朋友邀约前往紫阳销售厨房电器，生意一向
很不错。

这么多年南来北往，生意虽然起伏不定，不过好
在他一直没有气馁， 也在这个过程中积攒下不少的

人脉资源， 为后面发展其他行业积累了基础。 2018
年，杨其勇来到安康，在满意建材市场重拾自己的老
本行，从事房屋整装，目前将门店设立在居然之家商
业广场。

近 30 年的努力打拼， 杨其勇原本可以停下来歇
息片刻， 但他总在一次次的跋涉中找到新的前进方
向。 2021 年的春天，在去往岚皋开拓市场的过程中，
他得知当地有企业专门从事香椿种植加工， 这让他
看到了商机。 “我自己特别爱吃香椿，当时就觉得这
是一门好生意，既然岚皋能种，那我们家乡肯定也没
问题。 ”说干就干，杨其勇立马回到卷棚村，向当地干
部表示自己有发展农业的想法， 政府部门自是倾力
支持，流转土地、号召工人一气呵成，很快，200 多亩
土地迅速流转到手。 经过平整翻耕、栽种苗木，次年
春天， 一株株从山东引进的优质香椿树便萌发了红
油油的叶子，香飘西岔河岸。

香椿是种季节性很强的蔬菜， 刚开始能卖到 60
多元一斤，后面大量上市后，就只能卖到几元钱。 由
于新鲜香椿保存难度大，运输成本高，且价格波动幅
度极快， 杨其勇便依托亲戚成立的华柔农业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将鲜香椿经过脱水烘干，变成能够长期
保存、远程运输的干菜。 因为当年在北京打拼时结识
的朋友，正好有从事农产品销售批发工作的，这让杨
其勇很容易就找到了销路，产品供不应求。

每到春天， 杨其勇隔三岔五便能接到朋友打来
的电话，询问产品还有多少？ 多长时间能发货？ 他不
得不发动农户，到处收购农产品，除了香椿，山上的
野菜、林子里的竹笋，地里的土豆、萝卜、豇豆等，他
通通一股脑地拉回加工车间，经过试验后，加工成更
受消费者喜爱的产品。 由于双河镇是农业大镇，水稻

种植面积颇大，杨其勇每年秋天又开始加工当地的稻
谷，同样将大米卖向全国各地。

如今 ，走进秦陕宏家庭农场 ，只见展示架上各
类干菜 、粮油产品琳琅满目 ，辐射带动周边多个村
庄的农户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这里不仅成为周
边农户销售农产品的集散地，更成为他们增收致富
的新途径。 杨其勇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不仅实
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也为家乡的农业发展贡献了
一份力量。 他深知，只有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产
业中来，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 因此，他积极与周
边农户合作 ，提供技术支持和销售渠道 ，帮助他们
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收入。 在他的带动下，越
来越多的农户开始尝试种植和加工农产品，整个地
区的农业产业也逐渐发展壮大。 长期在此务工的村
民王春花一边将切好的萝卜条摆放整齐，一边乐呵
呵地介绍起自己的情况：“我今年 50 岁了， 家里还
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 ，又没办法出门务工 ，以前家
庭开支全指望我老公一个人的收入，一年到头根本
供不上花费， 自从前几年家门口有了这个工厂，我
就一直在这里上班，每个月能赚 3000 多元，这大大
减轻了我们的经济压力，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 ”在
整个产业链上，除了像王春花这样在工厂务工增加
收入的群体 ，还有流转土地 、将产品销售到此的农
户遍布山乡。

谈及下一步的打算，杨其勇信心满满地说道：“现
在我们每天都要加工一千多斤的新鲜蔬菜，产业前景
还是非常不错的。 加上这几年各级政府、各个涉农部
门对我们的帮扶力度也很大，我有信心将产业做优做
强，不断延长产业链条，有效促进‘三产’融合，带动更
多老百姓走上致富路，实现振兴梦。 ”

归 雁 逐 梦 兴“三 农 ”
通讯员 张乐

杨其勇

李宁 王富春

以“棋”启智惠人生
通讯员 陈静华

知识航船领新向
通讯员 李焕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