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亚龙是固原市、隆德
县两级政协委员，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砖雕项目自治区
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级工
艺美术师，隆德县魏氏砖雕有
限公司经理。多年来，他打破
传统家庭手工作坊的传承发
展模式，结合当代市场应用不
断创新，将现代化元素融入其
中，开发砖雕产品 400 余种，
推动固原砖雕（魏氏砖雕）在
创新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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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升始终将服务“三农”作为
己任。以委员联系界别群众联系点和
陈东升委员会客室为抓手，发挥资源
优势，积极建言资政，努力打造农委工
作特色品牌。围绕种子、粮食安全等

“三农”领域重点课题，深入调研宁夏
种业发展现状，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
强化政协委员主体作用，密切联系政
协委员与农业科技人才。积极打造

“看禾选种”平台，推介优新作物新品
种及新技术，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田
间鉴评、农业科普知识田间讲座等活
动，吸引了区内外众多科研单位、种业
企业、专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等 350
余人参加。

针对不利天气影响，他牵头邀
请科技人员开展技术指导培训，提供
对口服务，挖掘小麦、玉米、大豆等作
物单产潜力。制定工作计划，推动产
学研用多方协同，分区域化展示示范
一批集成化、特色化、标准化高产栽
培和防灾减损技术模式。创造了我
区主要粮油作物试验田和示范田的
高产新纪录，助力乡村振兴。小麦新
品种宁春 62号在永宁县刷新了宁夏
春小麦高产纪录；大豆新品种宁豆 9
号在利通区创造了宁夏大豆最高纪
录；玉米单产提升技术示范也创造多
项高产新纪录，辐射引领全区主要农
作物单产提升行动，带动粮油等主要
作物大面积均衡增产。

在春耕备耕关键时节，陈东升
邀请科技人员深入乡镇、村庄，调研
发现 8类技术需求和问题，制定针对
性解决方案，形成指导意见 10项，为
县区春耕备耕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中流击水，奋楫者进；人到半
山，唯勇者胜。”在中国式现代化的
新征程上，陈东升以其坚定的政治
信念、卓越的科研成就和无私奉献
的精神，在“三农”领域深耕不辍，为
乡村振兴书写着辉煌的篇章。他深
知种子对于农业基础的重要性，在
未来的履职中，将继续适应新时期
宁夏种业振兴行动的新要求，为农
户排忧解难，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多
力量。

深耕不辍服务“三农”
助力乡村振兴

在科研领域，陈东升是一位勇
于创新、敢于担当的领军人物。他聚
焦种业振兴行动，坚持科技创新。
陈东升带领团队研究成果“小麦种质
关键性状精准鉴定与基因挖掘”荣获
宁夏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这是自治区
科技奖励首次设置自然科学奖，实现
了我区科技奖励在该领域的突破。
此外，他还带领团队审定小麦新品
种、登记科技成果、授权专利、发表论
文和出版科技专著，个人更是荣获国
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杰出校友荣誉、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荣誉。

在种质资源研究方面，陈东升
不断突破。他承担的第三次全国
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宁
夏）行动通过农业部验收，取得显
著成效，新引进种质材料 687 份。
立足盐碱地改良与利用，陈东升
带领团队筛选出具有耐盐碱、抗
病、耐热、早熟和优质的 108 份小
麦优异种质。“我们通过大量杂交
组合选配和品比试验，不断推进
新品种选育。先后选配杂交组合
416个，12份新品系参加品比，4份参
加国家和自治区区试。”陈 东升

说。与此同时，他带领团队持续
加强新品种选育，建立新品种新
技术核心示范点 3 个，展示示范
新品种 6 个，新技术 5 项，核心示
范区 8000 多亩，增产增效 5%以
上，开展的相关技术培训，惠及群
众近 400人次，为农业生产注入强
劲动力。

不仅如此，陈东升还积极加强
对外合作交流，与国内外科研机构
紧密合作，参加各类培训和学术交
流，不断提升学术水平和影响力，
为种业振兴拓展了更广阔的空间。

科研创新结硕果 助力种业振兴

陈东升深知科技成果只有转化
为生产力，才能真正发挥其价值。
为此，他发挥专业优势，参加专题调
研，精选种业振兴核心内容，积极助
力科技成果转化，破解转化“最后一
公里”难题。通过陈东升会客室宣
传推广，面向区内外种业企业推介
最新农作物品种和优新技术，宣讲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他还为融资难
的企业精准推介低利率、办理快捷
的专属金融产品“农业科技成果转
化贷”。

在宣讲会上，自治区科技成
果转化相关政策得到了深入浅出

的解读，现场氛围热烈而富有成
效。其间，共有 5项科技成果转化
协议成功草签，预计总转化效益将
达到 130 万元。这一成果不仅体
现了科技成果向实际生产力转化
的巨大潜力，也为企业带来了实质
性的经济收益。尤为值得一提的
是，此次宣讲活动还促成了 3家种
业企业与中国银行就“农业科技成
果转化贷”达成意向协议，这一合
作模式不仅有助于缓解种业企业
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资金压
力，更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
持，从而推动农业科技成果更快

速、更广泛地应用于实际生产，助
力自治区农业产业升级和高质量
发展。为自治区科技成果转化工
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未来更多
科技成果的成功转化奠定了基础。

在宁夏科技成果转化与人才
交流大会和宁夏农林科学院举办
的科技成果专场拍卖会上，陈东升
的努力同样得到了回报。多份参
拍成果全部拍出，最终成交价格高
达 183万元。两次活动得到了社会
各界和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为推
动科研成果走向市场发挥了重要
作用。

深推科技成果转化 助力科研成果走向市场

深耕“三农”沃土“叩响”乡村振兴幸福之门
——访自治区政协委员，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研究员陈东升

本报记者 孙振星 见习记者 刘 媛 文/图

陈东升，自治区政协委员，宁
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研究
员，自治区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
会 兼 职 副 主 任 。 在 广 袤 的 田 野
里，陈东升如同一位执着的守望
者，以科研为犁，在农业的沃土中
深耕细作，为乡村振兴“叩响”了
幸福之门。

◀ 陈东升（中）检查小麦长势。

在魏亚龙的带领下，公司通过
“非遗+公司+村集体+农户”的生产
性保护模式，建立国家级非遗扶贫
就业工坊，面向社会开展培训授艺
活动，为周边村民、留守妇女及残疾
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带动 60余人就
业，人均年收入达 2万元以上，不仅
让昔日的家族手艺成为了家乡致富
的新途径，还让群众多了一个增收

致富的“法宝”。他还开设了多期砖
雕技艺培训班，培养了一批年轻的
砖雕艺人，为这一古老技艺的传承
注入了新鲜血液。

德之不厚，行之不远。在继承
和发扬砖雕技艺的道路上，魏亚龙
为了让广大学子近距离了解砖雕技
艺，他经常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在
全区部分中小学及大学开展“非遗

砖雕进校园”活动，为学生们讲解传
授砖雕技艺。他还带领企业和国内
17所大学建立校企合作研发实践基
地，书写和传承中华建筑艺术文化。

一块青砖，一把刻刀，雕的是
故事，刻的是文化。未来，魏亚龙将
继续以匠心精神，推动固原砖雕（魏
氏砖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这一
百年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

以砖雕为笔 绘就乡村共富画卷

严把质量关 让魏氏砖雕“能打”

“传承”二字，是砖雕技艺，更
是凭借技艺展示并发扬地方历史
文化。魏亚龙说，秉承着这样的理
念，魏氏家族每一代工匠都秉持着严
谨的态度，将精湛的技艺融入每一件
作品中。从简单的线条勾勒到复杂
的图案雕刻，从浅浮雕到深浮雕，再
到镂空雕，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的操
作规范。这种对工艺的执着追求，让
魏氏砖雕在艺术表现力上远超同行。

有一次，客户订购了房顶上的
龙吻脊兽，第一批产品做出来后有轻
微裂纹，因为安装在高处，父母认为

无伤大雅，但魏亚龙觉得还要再精
细些。“意见僵持不下之时，大家把所
有工人召集到一起投票决定，最终达
成了一致：我们的产品只要拿出去，
都是能‘打’的。”魏亚龙说，凭借上乘
的质量，他们的客户越来越多。近些
年，市场需求不断增加，砖雕订单也
越来越多，公司效益逐年变好，2018
年，营业额超过百万元。

魏氏砖雕不仅需要精湛的技
艺，更需要持续的创新。固原砖雕
（魏氏砖雕）以市场为导向，以再开
发和再创造为路径，成立了专业的

文创产品研发团队，将非遗的文化
价值转化为创意资本，让传统非遗
在新时代焕发生机。魏亚龙还邀请
知名院校专家来魏氏砖雕传承基地
参观指导，不断创新设计思路，让
非遗技艺走得更远。

现在，固原砖雕（魏氏砖雕）的
客户已遍及宁夏、陕西、甘肃、四
川、内蒙古等地，其中邻近的平凉、
庄浪、静宁和宁夏南部山区的一些
县市更是得“近水楼台”之利，魏氏
砖雕的身影在不经意间进入人们
的视野。

匠心传承“雕”出幸福光景
——访固原市、隆德县两级政协委员，隆德县魏氏砖雕有限公司经理魏亚龙

本报记者 邓 蕾 文/图

“我从小看着我的父辈们与青砖泥
瓦打交道，斧凿刀刻的声音、青砖、龙吻
脊兽、苍松翠柏和梅兰竹菊，就是我童
年记忆的全部。”魏亚龙说。记忆中，爷
爷魏世祥在村里很受欢迎，他做的砖雕
造型生动、工艺精湛，十里八乡大到牌
楼雕琢、庙宇修缮，小到修院落、修大
门，都离不开他的一双巧手。

虽然从小在耳濡目染中对砖雕艺
术有了充分的了解，但魏亚龙也曾一度
远离这门祖传的技艺，想去寻找更广阔
的舞台，去见识未曾领略的精彩世界。

2009 年，魏亚龙去江苏无锡读大
学，毕业后留在江苏工作。那时，他在
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奔波闯荡，形形
色色的行业、五花八门的机遇，让他应
接不暇。2012年，爷爷临终前用干枯、
颤抖的手握住魏亚龙的手，说出的那段
话深深地触动了他：“从你太爷爷开始，
咱魏家就有这门手艺，爷爷希望你就算
不做这一行，也要把它当作一种爱好继
承下去……”回到江苏后，爷爷的这些
话时常萦绕在魏亚龙的耳边，每当夜深
人静时，那一方方被精心雕琢的砖，那
些栩栩如生的花鸟鱼虫也会悄然浮现
在他的脑海。

2016年年初，结婚不久的魏亚龙毅
然辞掉了江苏的工作，带着理解并大力
支持他的妻子回到了家乡，重新拿起久
违的刻刀，决心让砖雕这门祖传技艺，
在新时代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

“我妻子是会计，回来以后她把父
母公司 2015年的账目全部梳理了一遍，
账上不到 2万元。当时公司有七八名工
人，工人的工资每月都照常发放，所以
公司其实是亏损的。”魏亚龙说，通过对
公司发展状况的详细了解，他决定利用
所学知识，对公司进行升级改造和调
整，加强固原砖雕（魏氏砖雕）技艺的产
业化生产，扩大规模、提高产量，并对工
厂原有的设备和电路系统进行改良，增
加模具，当年产量便提高了 30%。

返乡创业 传承百年技艺

“教育是不断探索和创新的
过程，我要与时俱进，为学生提
供更好的教育。”周兆兰在教学
中始终保持着严谨的治学态度和
创新精神。她深知，扎实的专业
知识和丰富的教学经验是教学质
量的保障。因此，她积极参加各
种教研活动，汲取先进的教学理
念和方法。利用课余时间研究教
材、分析学生，探索适合不同学
生的教学方法；借助网络资源和
专业书籍，拓宽教学视野，提升
教学水平。

周兆兰在教学一线成绩斐
然，连续四届被评为中卫市骨干
教师。她主持多项国家级、区
级、市级课题，论文多次在教育
专业杂志发表，教学设计和课件
也在各级比赛中屡获佳绩。她还

积极辅导学生作文，多名学生在
区、市级比赛中获奖。 2019 年，

“周兆兰名师工作室”成立，她充
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指导初中
语文教学，成效显著。她带领工
作室成员开展教研活动，探索教
学新模式，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青
年教师。

周兆兰始终以坚定的信念、
无私的奉献和卓越的才华，践行
着人民教师的神圣使命。面对未
来，她满怀信心，继续在教育这
片广袤的田野上默默耕耘，播撒
着希望的种子，期待更多的桃李
芬芳。正如她所说：“我愿做一
盏明灯，照亮学生前行的路，只
要我还站在讲台上，就会全力以
赴，为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
力量。”

砥砺深耕 硕果盈枝

坚守三尺讲台 潜心教书育人
——记沙坡头区政协委员

中卫市第二中学教师周兆兰
蔡睿晓 保佳莹 文/图

逐梦杏坛 初心如磐

“教育是一场用生命影响生
命的修行，我愿倾尽所有，只为学
生们的成长。”这是周兆兰一直以
来的教育理念。

1995年，周兆兰成为中卫县
（现中卫市）夹道学校的一名人
民教师。非师范专业毕业的她初
入教坛，面临着诸多困难，讲课
生硬、教案书写不规范、学生流
失等问题接踵而至。但周兆兰坚
信只要努力，就没有克服不了的
困难。

白天，她向有经验的老教
师请教，哪怕遭受冷遇，她也
坚持在教室外旁听，用心揣摩
教学技巧；夜晚，她在孤灯下批
改作业、精心备课，常常忙碌
到深夜。

辛勤的付出换来了丰硕的成
果，在当年的全县统测中，她所教

的班级取得了第 3名的优异成绩，
这也让她更加坚定了在教育路上
走下去的决心。

2006年，周兆兰调入中卫二
中，工作压力陡然增大。“那时，孩
子刚上一年级，正需要母亲的陪
伴与辅导，而我却因工作繁忙，将
孩子托付给年迈的父母。孩子满
心委屈，常抱怨我：‘妈妈只爱学
生，不爱我’。”周兆兰心怀愧疚地
说。但她深知自己肩负着众多学
生的未来，面对孩子的埋怨她只
能不停地安慰解释，希望得到孩
子的体谅。

2014年，父亲患癌的噩耗如
晴天霹雳般传来，周兆兰一边要
在病床前照顾老人，一边要坚守
三尺讲台，医院的病房常常成为
她 备 课 、批 改 作 业 的 临 时 办
公室。

爱心润苗 德馨如兰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种
子，只有用心浇灌，才能让他们茁
壮成长。正如这句话描述的那
样，周兆兰坚信没有教不好的学
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徐举，这个全校闻名的“捣蛋
鬼”，在周兆兰的眼中却是一个聪
明、重情义的孩子,徐举犯错时严
厉批评，进步时及时鼓励。

毕业后，徐举给周兆兰发来
短信：“老师，我没考上高中，您
生病了我都没脸去看你。不过
我现在在建筑学校上学，我想学
点技术。初中时您没有瞧不起
我，还时常鼓励我，有您这样的
老师我真的很幸运。我以后会
努力的。”这条短信，让周兆兰深
感欣慰，她意识到，教育的真正
意义不在于学生成绩的高低，而
在于引导他们走向正确的人生
道路。

在生活中，周兆兰对学生的
关怀无微不至。她每天天不亮就
来到学校，检查学生的学习和生
活情况。对住宿生，她更是“既当

爹又当妈”。学生的校服破了，她
亲手缝补；被子薄了，她从家里拿
来厚被。学生们亲切地称她为

“周妈”，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愿
意向她倾诉。“周妈，我爸妈离婚
了，我该怎么办？”“周妈，我学习
压力大，没效果，怎么办？”周兆兰
总是耐心倾听，睿智分析，合理建
议。在她的关爱下，学生们的心
与她更近了，班级的学风和班风
也越来越好。

周兆兰的爱心不仅体现在
对学生的关怀上，还延伸到了
学生的家庭。班里有个女生，
因父亲酗酒、母亲离家出走，成
绩一落千丈。周兆兰了解情况
后，将女生带回家中照顾，并多
次与女生父亲沟通，最终让父亲
认识到错误，家庭重归和睦，女
生的成绩也逐渐提高。女生母
亲感激地说：“周老师，太感谢您
了！您救了我们全家！”周兆兰
用 实 际 行 动 诠 释 了 教 育 的 真
谛，赢得了学生的敬爱和家长
的赞誉。

工作中的周兆兰。

周兆兰，沙坡头区政协委员、中卫市第二中学教师，荣获 2024 年全
国优秀教师称号。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她始终坚守教育初心，扎实推
进基础教育工作，以非凡的毅力和无私的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
非凡的华章，成为师生敬仰、家长赞誉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