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京， 男， 1963年出生， 清
华大学医学院教授。

他是中国生物芯片领军人；
仅9年多时间， “博奥生物” 五
个系列数十项产品和服务已应用
于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他的一小步 农村一大步
□本报记者 张江艳/文 陈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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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市劳动模范、北京兴农鼎力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领

他是顺义响当当的农机大
王， 从农机维修到改装， 他在田
间地头受到农民欢迎； 新时代 ，
他响应政府号召， 成立农业合作
社， 加快土地流转， 实现规模化
种植， 带领农民增产增收， 让农
村发展、 农民收入都向前迈出了
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大步。 他叫陈
领， 2015年北京市劳动模范。

他不止是田间地头
的 “农机大王”

在顺义区赵全营镇前桑园
村， 绿油油的麦田一望无边， 非
常壮观、漂亮，再过一个月，麦田
就能用现代化机械获得大丰收。
这里就是陈领的兴农鼎力种植专
业合作社所承包的农田 。 这几
天， 陈领总会抽时间到麦田里看
一看，就是这块土地，让他的生产
合作社愿望成真，他的这一小步，
却是当地农村、 农民的一大步。

“我国的很多农民到现在还
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在地里劳
作， 手刨肩挑、 老牛拉车， 费时
费力， 挣的钱又不多。 而国外早
就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生产， 一两
个农夫就可以靠机器管理成千上
万亩土地。 因此实现农业机械化
生产， 为我国的农民减轻劳动力
是我最大的愿望。” 这是陈领的
心愿， 也是他后来成立合作社的
初衷。

1986年， 陈领毕业于北京市
八一农机局职工大学机械设计与
制造专业， 毕业后一直在顺义区
农机局从事农业机械的使用与推
广工作。 1998年， 他放弃了公务
员职位， 开办了最初的农机配件
修理店 ， 开始下海经营农机修
理。 他精通各种农机具的使用与
维修， 曾改装或发明宽窄行播种
机、 打埂机等， 是深受农民欢迎
的 “农机大王”， 多次被北京市
农业局评选为技术革新能手， 被
顺义区政府评为种粮标兵。

2007年7月1日 《农民专业合
作社法》 开始实施， 这给全国农
户带来了好机会， 陈领也是其中
的一个。 2008年12月， 陈领组织

了8户社员成立了 “北京兴农天
力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这8户
社员有的出资金、 有的出机械、
有的出土地， 农机包括拖拉机、
播种机、 收割机， 集中了2000多
亩土地， 筹集的资金用于购买农
药种子化肥等农资， 合作社主要
从事农机田间作业、 配件供应、
农机维修和粮食种植等业务 。
2010年， 陈领又成立了北京兴农
鼎力种植专业合作社。

截至2015年底， 合作社有社
员312户， 农机设备281台件， 总
资产5100万元。 社员入股方式包
括资金入股、 土地入股和农机入
股。 除经营流转土地、 进行规模
种植之外， 合作社还为周边农户
的1万多亩土地提供农机作业服

务和其他技术服务， 种植花卉果
树500亩， 经营蔬菜大棚100栋 。
此外， 农机合作社为了提高农机
作业的效益和服务面积， 不断开
辟对外作业服务市场， 作业区域
辐射5个省市， 9个区县、 30个乡
镇、 135个村庄 ， 带动了5000农
户增产增收。

他打造的新型职业
农民年收入翻几番

如今的合作社周边， 已看不
到一家一户零散经营土地， 放眼
望去， 万亩方内道路整洁、 树木
葱郁， 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合作社的模式使土地流转起
来后 ， 不仅提高了农田的规模

化、 集约化、 专业化经营水平，
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
率， 也把闲散的农民组织起来，
最先受益的也是当地农民。 农民
把土地承包给合作社， 可以到合
作社上班， 除了土地租金还有每
年的工资、 保险等， 从传统农民
到新型职业农民， 农民真正走上
了富裕之路。

刘洪顺是合作社职工中的一
分子， 他在2012年把自家的5亩
土地流转到合作社 ， 租金 1200
元/亩， 到合作社上班后 ， 合作
社给上五险， 他每年的工资加上
土地租金收入达4.2万元 。 对比
一下， 如果他自己种植5亩土地，
不仅需要一个长期的劳动力， 按
照 正 常 的 年 份 一 年 的 收 入 仅
10000元 。 把土地流转给合作社
后， 刘师傅从农业种植中解放出
来， 到合作社或者企业上班， 收
入大幅度提高。

据陈领介绍， 2012年， 北京
市政府在顺义区实施了都市型现
代农业万亩示范区建设。 陈领带
领兴农天力合作社以村集体为单
位从当地分散经营的1000余户农
户手中流转了6300亩土地， 流转
合同期为10年， 流转价格为每亩
1200元 ， 每四年递增5%。 流转
之前， 万亩示范区范围内的6300
亩地需要1000个农户兼业经营 ，
而合作社经营仅需65个社员来负
责， 人均管理100亩。 土地流转
后， 解放了劳动力， 促进了农户
转移就业。 陈领优先为流转土地
的农民在合作社提供就业岗位 ，
目前已为100多位农民安排了就
业， 人均工资3000元， 并按照国
家规定缴纳五项社会保险， 实行
带薪休假制度， 成为新时期的种
田工人， 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同
时增加了农民收入。

他托举起一大批技
术能手

在陈领的合作社里， 有一个
超大的库房， 那里停放着他的宝
贝———上百台农机 。 “农机大
王” 陈领时不时会拿着工具， 亲

自为农机做维护、 保养。 合作社
的规模化种植离不开这些大家伙
们， 而操作它们的农机手， 也是
陈领亲自培养的。 作为一个技术
能手， 他非常重视技术人才队伍
建设， 组织各种技术培训， 同时
也身体力行， 发挥劳模传帮带的
精神。

山东小伙司庆振2009年来到
合作社当农机手， 他积极参加合
作社组织的各种培训， 刻苦钻研
农机设备的维修、 保养、 使用方
法， 到北京、 山东学习青饲玉米
收割机、 打捆机、 联合整地机，
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 已经成
为合作社农业装备部部长， 农村
实用人才带头人。 2011年， 司庆
振被农业部评选为全国拖拉机作
业技能竞技赛技术能手 。 2014
年， 他参加农业部组织的全国机
王大赛获得全国十强的好成绩。
他还积极与科研单位 ， 企业联
合 ， 带领农机手搞科研 ， 创发
明， 改造先进的农机， 有机肥深
松施肥机就是兴农天力合作社最
近一项新发明。 同时， 在他的带
动下， 合作社还发明创造出宽窄
行播种机、 小麦翻晒机、 玉米剥
皮机、 谷物提升机等各种实用的
农机具。 因为技术水平高， 司庆
振的年收入也从刚开始的2万元
增长到现在的10万元。

陈领非常重视科学种田， 他
将组织起来的农民进行培训， 培
养成为新时期的种田工人。 几年
来， 通过考察学习、 实习操作、
技能竞赛三个平台对社员进行实
践锻炼， 通过内部培养和外聘专
家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培养了
一批科技化 、 现代化的职业农
民。 其中， 2010年， 一名农机手
参加北京市玉米机收竞赛获得第
一名； 2014年， 两名农机手参加
中国农机手大赛获得前十名 ；
2015年， 他们种植的草莓参加北
京市草莓竞赛获得第三名。

下一步，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 陈领计划将合作社的万亩示
范区打造成现代农业生态园区，
为当地经济发展和农民致富做出
新的贡献。

奖章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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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春妮 张佳佳 孙晓兰张志伟孙桂兰

（2016年5月月榜）

生命在公益中崛起 公益律师的“无拐梦” 阳光灿烂源于爱心 无惧生死救他人 “宏志妈妈”的爱循环

付静 韩桂英 程京吴松航韩志强
援疆韩老师“北京亚克西” 以母爱标准造“国粉” 为老百姓做良心药 柔弱肩撑起13口之家 用心缔造“中国芯”

孙桂兰， 女， 1954年出生，
北京抗癌乐园常务理事长。

她以癌症患者之身 ， 全心
投入公益事业 ， 在肿瘤医院设
立抗癌明星康复交流平台 ， 为
新患者服务逾20年。

张志伟， 男， 1977年出生，
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他是志愿 “打拐” 的组织者
和公益律师， 接受法律咨询2万
余次， 多项建议已立法， 帮上千
个家庭实现团圆。

徐春妮， 女， 1978年出生，
北京电视台节目主持人。

她热爱公益事业， 志愿主持
公益活动多达几百场。 她捐建希
望教室、 资助近70名贫困生累计
近20万元。

张佳佳，男，1988年出生， 武
警交通第九支队驾驶班副班长。

为救老人， 他下车与三只恶
犬搏斗自己也被严重咬伤， 仍强
忍剧痛送老人去医院， 并谢绝了
红包。

孙晓兰， 女， 1949年出生，
东城区崇文门东大街居民。

她主持的助学亲友团 ， 对
“宏志班” 近千名学生给予了物
质与心灵的 “双助”； 获 “人生
导师” 聘书。

韩志强， 男， 1973年出生，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教师。

作为援疆教师， 他深入16个
乡镇传授教学和管理理念 ， 为
孩子们植入梦想 ； 被群众称赞
“北京亚克西”。

吴松航， 男， 1972年出生，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奶粉
事业部总经理

他以母爱为最高标准打造
“国粉”： 三年来代理商户从100户
跃增至1300多户， 月销售量增9倍。

付静，女，1965年出生，北京
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她的质量理念是做良心药；
宁可断货也绝不进假货， 发现掺
假次品全部就地销毁； 为企业赢
得了信誉。

韩桂英， 女， 1955年出生，
怀柔区长哨营乡长哨营村村民。

她照料公婆， 带全家包山包
地， 帮聋哑小叔娶媳妇盖新房，
孩子又一同带大培养成人； 撑起
13口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