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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深入实施在外人才
“归根”工程，用“归根”文化汇聚人
才智慧，通过“归根”鹰才鹰商寻访
大行动，吸引“归根”鹰才鹰商资智
助乡推动鹰城发展。“市委组织部的
人才‘归根’工程提供了很好的平
台，在土地流转、贷款融资、冷库建
设等方面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我还
被评为叶县‘十佳种植大户’，被人
社部门评为‘返乡创业之星’，获得
了8万元的奖励。”3月25日，在叶
县任店镇柳营村蔬菜大棚里忙碌了
大半天的尚松鹏终于抽出半个小时
的时间接受了采访。

瞄准行情决定种上海青
尚松鹏兄妹三人，父母都是农

民。他中专毕业后随着家乡的打工
大军南下，和大多数人一样在流水
线上工作。

“当时进的是鞋厂，主要工作是
把鞋面和鞋底缝合起来，计件工，一
天工作十来个小时，工资约 400
元。”尚松鹏回忆说，由于饮食习惯
不一样，上班时间也比较死板，干了
一年多他就回了平顶山。后来他去
给人家当司机，“老板是做井下工矿
配件生意的，我给他开了四五年车，
耳濡目染中学到了很多，那几年成
长极大”。尚松鹏说，老板转行后他
接手了这项生意。

做生意十年，尚松鹏在市区买
了房子。但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加
上投资不当又损失了 100万元，他
被迫停掉生意。

“在家闲了大半年，整天想着还
能做点啥，春节的时候我发现市场
上上海青卖得很好，每斤（1斤=500
克）四五元，就想着能不能也回去种

青菜。”尚松鹏到我省郑州、山东考
察学习，发现上海青的市场好、种植
难度不高，遂决定种上海青。

销售良好规模不断扩大
手头剩下的积蓄、房屋抵押贷

款、信用社贷款……通过各种途径，
尚松鹏筹资 120万元，在柳营村村
委会的帮助下流转土地80亩，建设
长50米、宽8米的大棚49座进行上
海青种植。

尚松鹏在市区丰莱果蔬批发市
场租了一个摊位，第一批上海青上
市后，几个月时间，蔬菜销量从数百
斤、数千斤增长到上万斤，市场销售
情况良好。尚松鹏继续扩大规模，
建设了新的大棚。除了种上海青，
他还种了比较好卖的奶油小白菜，
目前公司年纯收入可达100万元。

在尚松鹏的带动下，柳营村村
集体投建大棚 210座，公司代为管
理，可带动附近近200人就业，每年
发放务工工资300万元，带动村集
体经济收入每年不低于 100万元。
除此之外，还带动周边五个村庄投
建大棚100座，公司负责提供种子、
技术和销路。

在采访过程中，尚松鹏的电话
不时响起：“现在日产上海青和奶油
小白菜约5万斤，其中3万斤供市区
市场，2万斤批发到洛阳、南阳、许昌
等地，忙的事情太多。”

“在外漂泊打工，不如回乡创
业。通过市委组织部的人才

‘归根’工程，现在我的事业也
算小有所成，希望更多的人能
返乡创业，为家乡的发展作出
贡献。”尚松鹏笑着说。

尚松鹏：

大棚小菜
四季青青富乡邻

□本报记者 杨岸萌/文 张鹏/图

归根者简介：
尚松鹏，44岁，叶县任店镇柳营村人，返乡创业成立平顶山市松润农

业有限公司，截至目前已发展建设蔬菜大棚400余座，占地850亩。

归根者感悟：
扎根乡土，事业越来越红火，这一切离不开我市各级政府的帮扶和支

持。希望通过市委组织部的人才“归根”工程，让更多的有志之士回归，助
力乡村振兴。

平顶山市深入实施在外人才
“归根”工程，用“归根”文化汇聚人
才智慧，通过“归根”鹰才鹰商寻访
大行动，吸引“归根”鹰才鹰商资智
助乡推动鹰城发展。“市委组织部人
才‘归根’工程为返乡人才干事创业
创造了有利机会和条件，我们的工
作尽管平淡，却寄托着千万家庭的
希望。别人眼中无关紧要的细节，
对我们教师来说，却是心头大事。”3
月25日上午，石龙区中心小学，带领
三（4）班学生上体育课的校长李志
刚说。

圆梦课堂关爱留守儿童
李志刚出生于宝丰县张八桥镇

姚店铺村。走上三尺讲台，实现桃
李满天下，从上学开始就成了他最
大的愿望。考大学时，李志刚选择
了当时的平顶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现平顶山学院）。从学校毕业后，
他被分配到张八桥镇初中，一干就
是 14年。因扎根乡村学校、教书育
人成绩突出，李志刚被调到石龙区
龙河街道下河小学担任校长。

虽然下河小学条件简陋，李志
刚却无怨无悔，一心扑在工作上。
教学中，他关心关爱每一位学生，特
别是留守儿童的身心发展。他经常
利用课余时间带领老师们对留守儿
童家庭进行走访，了解他们的家庭
情况和心理诉求。为了帮助一些家
庭贫困的留守儿童，李志刚联系到

公益组织为留守儿童捐赠
学习用品。孩子们收到捐
助物品和资金时，他笑得比
谁都开心，因为他的孩子们
在学习这条路上又多了一

分助力和希望。

以身作则提升教师技能
几年前，李志刚被派往石龙

区中心小学担任校长。中心小学
是一所公办的寄宿制小学，除了
寒 暑 假 ，学 生 们 全 年 都 在 学 校 。
这也意味着教师们除了教学，还
要付出更多。

为了学生安全，学校建立了教
师值日制度，值日教师24小时陪伴
学生。刚开始，教师们都不积极，
李志刚就第一个带头值班。不轮
值时，他也每天早起去食堂，晚上
查寝。李志刚说自己有一个原则：
校长做不了的，不要求教师做；教
师做不了的，不要求学生做。有了
校长以身作则，教师们都慢慢积极
起来。

除了后勤管理，李志刚也注重
教师专业技能的提升。他以学校教
研组为阵地，每周组织一次教研组
活动，大家把教学中遇到的实际问
题拿到组里讨论，集思广益，共同提
高。同时，他带领学校教师建立“课
前查设计、课中查落实、课后查反
思”的三查制度，经常开展一些公开
课、探索课、观摩课等，建立了校级
专家型教师队伍。

在教育战线工作多年来，李志
刚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在他的
带领下，中心小学获得了多项省市
级荣誉。“教育事业不仅要立足今
天，还需要心怀梦想去憧憬美好的
明天。办真正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便是我的教育梦。”李志刚说，“相信
市委组织部的人才‘归根’工程会吸
引更多人才回到鹰城，助力我市教
育事业。”

李志刚：

逐梦课堂
追求卓越育人才

□本报记者 闫增旗 文/图

归根者简介：
李志刚，48岁，宝丰县人，石龙区中心小学校长，先后获得市教育局“先

进个人”、市第六届“名校长”、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归根者感悟：
我愿倾尽毕生精力，用智慧呵护师生健康成长，用心灵感受生命成长的

无限风光。希望更多的鹰城人在市委组织部人才“归根”工程的感召下回
归，为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尚松鹏展示新鲜的蔬菜 李志刚教学生打篮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