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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24日至28日，
太谷区总工会组织开展 2024 年
劳模疗休养活动，来自医疗卫生、
新闻、社区、教育、农业、工业、志
愿服务等行业一线并取得突出成
绩的30名省、市（区）劳模入住太
谷田园东谷康养小镇劳模港参加
活动。

活动中，大家先后前往左权
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桐裕
1941 小镇，灵石王家大院、灵石
之光煤炭主题馆，介休张壁古堡、
以及平顺县申纪兰党性教育基
地、西沟村史馆、三里湾村史馆等
地进行参观学习，传承红色基因，
凝聚发展力量。

活动期间，劳模们一路走一
路讲，粮食系统工作人员讲述了

“宁流千滴汗、不丢一粒粮”的付
出和收获；社区工作人员讲述了
穿行于千家万户，热情服务群众
的艰辛与快乐；专业合作社和养

殖大户讲述了辛勤耕耘于田野，
引领百姓增收致富的执着与热
诚；村党支部书记讲述了退伍不
褪色，奋战在乡村振兴第一线的
责任与担当；供销系统职工讲述
了传承背篓精神和扁担精神，发
挥服务保障作用的情怀与不舍；
机关干部讲述了默默奉献、任劳
任怨的追求与精神；教师讲述了
甘为人梯，扎根山区对教育事业
的忠诚与信仰；志愿者讲述了发
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精神的境界
与无悔；医生讲述了勇于抗击疫
情，救死扶伤的无畏与大爱；公安
民警讲述了严格执法、保家卫国
的勇毅与果敢；非遗工作者讲述
了传承技艺，弘扬民族文化的坚
守与专注；环卫工人和园林工人
讲述了为城市带来绿化美化亮化
的喜悦与笃定；新闻工作者讲述
了跑遍、跑深、跑透基层，讲好太
谷故事的荣耀与辉煌；产业工人

讲述了积极参加技能大赛，争当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的豪迈
与梦想。

近年来，太谷区总工会始终
将劳模管理服务作为重点工作来
抓，引导广大职工以实际行动争
做新时代的奋斗者，广泛宣传劳模
的先进事迹，充分发挥劳模的排头
兵与冲锋队作用，带动更多职工争
做高质量发展、实现赶超目标的奋
斗者。同时，不断创新劳模服务方
式，建立健全劳模工作制度，争取
更多资源和手段，切实形成劳模管
理服务工作长效机制。

劳模们纷纷表示，将一如既往
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以时不我待
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更好地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
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
为推进太谷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
和力量。 （孙泰雁 焦玉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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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基因 凝聚发展力量

档案柜、试管瓶、显微镜，这
些仪器设备与食用菌有什么联
系？在山西农业大学农业微生物
种质资源库食用菌标本库（以下
简称标本库），储存着将近 3000
株食用菌种质资源标本。它们是
山西食用菌产业发展的压舱石，
也是农民致富增收的主力“菌”。

山西农业大学农业微生物种
质资源库是 2021 年全国农业种
质资源普查实施以后建立的省级
种质资源中心。中心的食用菌种
质资源标本库是山西省最大、保
存野生食用菌资源最多的地方。
从山西各地采集的野生食用菌，
以不同形式储存在标本库中，为
下一步优良品种的选育、开发利
用提供了重要保障。

“我们需要把每个野外采集
的标本进行详细记录，包括海拔、
经纬度、采集时间、采集地点等。
任何一个信息缺失都可能对科研
结果产生影响。”山西农业大学食
用菌科技创新团队（以下简称创
新团队）王术荣副教授一边给笔
者介绍，一边打开标本库中的干
标本储藏柜。笔者看到，柜中整
齐码放着一个个白色的盒子，上
面贴着标本的详细身份信息，盒
内存放着塑料膜密封的标本。

从 2021年开始，山西省启动
第一次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普查
收集行动。创新团队用 3 年时
间，跑遍山西115个农业县，普查
征集野生食用菌种质资源 1886
份，调查收集野生食用菌种质资

源 970 份。“在采集到的资源中，
我们首次在全球范围内发现并命
名了 3 个新物种资源，填补了食
用菌物种资源进化的空白。还发
现5个中国新记录资源。”创新团
队孟俊龙教授说道。

干制标本、浸制标本、提取菌
丝，从林间山野到科研院所，野生
食用菌资源被以不同形态保存在
标本库中。孟俊龙教授带笔者走
进一间低温库房，货架上的试管
中存放着各种野生食用菌菌丝。
孟俊龙教授说：“标本库分短期
库、中期库、长期库。目前，短期
库保存约 800多株菌种资源。这
些在试管里生长的菌丝就是母
种，如果用于栽培生产，一吨原料
大概一支试管就够了。”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食用
菌种质资源的保存和研究，则是
食用菌产业发展赖以生存的基
础。食用菌栽培现已成为山西

“特”“优”农业的一个新引擎。
2023年，山西食用菌产量约46万
吨，在十多个主栽品种中，香菇和
木耳生产规模最大。

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一排
排错落有序的木耳大棚坐落在绿
色山间。从 2018年开始试种，到
2023 年全县木耳产业产值达 1.5
亿元，木耳种植已成为当地的富
民支柱产业。

“黑木耳主产区在东北，但那
里的品种不一定适宜在中阳种
植。我们从全国引进十多个品种
进行适应性栽培，同时利用从吕

梁山区采集到的野生黑木耳进行
育种，最终筛选出适合中阳种植
的品种进行大面积推广。”孟俊龙
教授告诉笔者，2020年创新团队
作为顾问团队，帮扶中阳发展黑
木耳产业。破解种源“密码”后，
创新团队还研发了“黄土高原夏
栽黑木耳新技术”等一整套适合
当地气候、原料、产业特点的栽培
技术，让小木耳发展成为大产业，
并辐射带动了吕梁、大同、太原等
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

在标本库的实验室中，笔者
看到一个浸泡在溶液里的猴头菇
标本。孟俊龙教授说，这是他们
培育的世界上单体最大的猴头菇
标本的一部分。“1996年，创新团
队负责人常明昌教授用在山西历
山自然保护区采集的野生猴头
菇，培育了重达 4.1 公斤的猴头
菇，命名为‘晋猴头 96’。对‘晋
猴头 96’的选育工作已持续近 30
年，该品种的综合产量不断攀升，
成为山西食用菌生产中又一个优
质种源。”

如今，以标本库为依托，科研
人员已筛选出山西省食用菌产业
亟需的香菇、黑木耳、羊肚菌等
20余个优良品种，在新种质资源
创制中持续取得突破性进展。这
些新品种的推出与育种技术体系
的完善，不仅为山西食用菌产业
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也为后续
山西野生资源驯化、新品种选育、
新资源开发乃至产业提升奠定了
坚实基础。 （张洁 郎麒）

标本库里的富农增收主力“菌”

本报讯 为做好秋冬季森林
草原防灭火工作，连日来，太谷区
林业局提前部署、超前预警，紧抓
措施落实，各有林乡镇和相关部
门采取超常规措施，在全区范围
内积极开展防火宣传、风险防范、
应急准备等工作，确保秋冬季森
林草原防灭火形势安全平稳。

太谷区林业局组织森林消防
队员每日坚持开展体能训练，加强
实战演练、装备配备，并在重点区
域采取“长横幅拉起来、红袖章戴
起来、大喇叭响起来”等措施，积极
营造浓厚宣传氛围，教育引导进山
人员树立良好的森林防火意识。

“针对重点时段，提前安排、

及早宣传。充分利用电视、广播、
微信、抖音等平台，通过制作播放
公益广告、编录百姓喜闻乐见的
森林防火宣传小视频等，创新宣传
载体和方式。在涉林路口沟口、公
路沿线、公墓周边等重要位置，悬
挂宣传条幅、彩旗。同时，与中国
移动合作，为全区涉林领导干部及
涉林工作人员开通防火宣传彩铃，
积极引导文明祭祀，推进移风易
俗。”太谷区林业局森林防火预警
处置中心主任成峰德介绍。

太谷区林业局还在不断健全
防范化解森林草原火灾风险隐患
体制机制、严厉打击林草区违规用
火行为的同时，加强对违法典型案

例的宣传警示教育，对林区坟头进
行监管并登记造册，采取“人盯人”

“人盯坟”的措施，严控祭祀用火，做
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

此外，太谷区林业局还严格
落实三级应急值班值守制度，严
格执行森林防火 24 小时值班和
领导在岗带班制度，严格执行“有
火必报、报扑同步”规定；加强监
测预警，森林防火视频监控执行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及时发
现、报告烟情、火情；区森林消防
队全员在岗，靠前驻防、携装巡
护、有火打火、无火巡护，做好扑
救森林草原火灾各项应急准备。

（王元龙 范晓嘉）

太谷区

多举措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1957年，在位于山西省太谷县的家中，张改英（右）为妹妹张
爱英穿上胶鞋。 新华社记者 张瑞华 周树铭 摄

9月19日，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南沙河村，张改英（中）和大姐
张采英（右）、二姐张转英在曾经居住过的老房子里合影。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摄

虽然已过去60多年，年近八旬的张改英回想起照片中给妹妹
穿鞋的场景时，依然忍俊不禁。

那是1957年，山西省太谷县（今晋中市太谷区）南沙河村的农
业生产合作社取得好收成，村里准备搭台唱戏。听说这个消息，孩
子们奔走相告。11岁的张改英赶忙为 5岁的妹妹张爱英换上胶
鞋。看到姐妹俩可爱俏皮的神情，正在家里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忍不
住按下快门，定格了这温情而纯真的一幕。

寻找照片中的TA

从“穿鞋小囡”到七旬老人：生活点滴见证时代变迁
文/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王 皓 通讯员 孙泰雁 曹神铭

1946年，张改英出生于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家里共有7个兄
弟姐妹。1949年，因父亲工作调动，张改英举家搬迁到晋中市太
谷区南沙河村。

张改英的父亲张拴保当时是南沙河村党支部书记，在他和村

民的努力下，1956年，南沙河村成为全县第一个实现电气化的
村庄——村民不仅装上了电灯，土地灌溉效率也大大提升。“多
动弹才能吃饱饭！”父亲的这句话让张改英终身难忘，也成为她
此后的人生信条。

1965年，张改英进入太谷纺织厂工作。父亲不怕吃苦、凭
借劳动改变命运的经历早已烙印在她的心里。张改英以父亲为
榜样，兢兢业业，以厂为家。30年间，她从一名普通工人渐渐成
长为车间班组长，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在纺织厂，张改英遇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两人步入婚姻殿
堂，也搬进了更加宽敞的宿舍楼，居住条件得到极大改善。随着
儿子、女儿陆续出生，张改英在工作之余有了更多牵挂。1996
年，张改英退休，但生活并没有因此停下脚步。

张改英（右）和女儿拍摄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张合影。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摄

翻看着微微泛黄的老照片，张改英回忆起儿时的生活点滴：
白天，全家跟着父亲一起下地劳动，虽然辛苦却仍免不了忍饥挨
饿；晚上，一家九口挤在一张床上，几个人同盖一条被子。

以前逢年过节买件新衣裳很开心，现在平时穿的也和过年
一样；以前条件艰苦，只能吃粗粮，现在精米白面吃多了，反而想
吃点粗粮；以前全家人挤在几平方米的小屋，现在老两口住在
80平方米的楼房里；以前出门靠步行，现在公共交通四通八达，
选择更加多样……张改英忆苦思甜，娓娓道来。

近年来，张改英居住的社区积极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新建了
集绿化、健身于一体的公园，闲时到公园散步、和老伴到活动室
打乒乓球成了张改英的日常。

在历史长河里，70年短暂犹如一瞬，照片里的“穿鞋小囡”
转眼间就将迈入耄耋之年。2022年，照片中穿鞋的妹妹张爱英
因病去世，兄弟姐妹中只剩下张改英和大姐、二姐3人。

走过人生的悲欢离合，对于现在的生活，张改英感到很知足、
很满意。正如许多同龄人，对于曾经艰苦奋斗的岁月，张改英已
很少再提，只是偶尔和儿孙们聊起，希望晚辈们能珍惜现在，对用
双手改写家国命运的前辈心怀敬意。 新华社10月17日电

上图为张改英一家拍摄于1984年的合影，后排左二为张改
英，后排右二为妹妹张爱英，前排右二为父亲张拴保；下图为张改
英一家拍摄于2009年的合影，第二排左三为张改英。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摄

9月19日，张改英（左）和老伴史鸿彰在晋中市太谷区太纺
社区的公园里散步。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摄

重温入党誓词 孙泰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