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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李二国。”在阜平县很多乡村，

当老乡们需要保险理赔时，就会看到一

个人风风火火赶来自报家门并快速处理

问题。

初听李二国的名字，以为是个大男

人，可一见面一打交道，不由得瞪圆了

眼，原来是位在太行山深处土生土长的

山妹子。

1995年从哈尔滨保险学校毕业后，

李二国回到了那个虽然贫困却让她深

爱，并愿为之奋斗一生的家乡阜平。

2012年2月，走马上任中国人保财险阜

平支公司经理，她一干就是12年。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金融五

一劳动奖状”“河北省文明单位”“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一系列国家、省市级荣

誉接踵而至，凝聚着阜平人保财险团队

及经理李二国兢兢业业、披星戴月、务实

苦干、团结奉献的辛勤与汗水。

农民心里两个“怕”

阜平是个拥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地

方，是一块红色的土地，更是一块希望的

土地。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革命战争年代

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新时代，阜平一

直是“先行之地”。然而，国家深度贫困

地区的“帽子”，却死死地扣在老区人民

头上几十年，压塌了他们的脊背，摧折了

他们的信心。这一现实，李二国感同身

受。共产党员的责任感、阜平人的致富

梦，让她横下一条心，务必攻下这一城。

在脱贫攻坚的大潮中，怎么把握住

时代脉搏、保险能做什么？李二国首先

明确了一个思路：农民需要什么，我们就

提供什么；政府倡导什么，我们就琢磨什

么。根据阜平的地理特点和气候环境，

县里明确了大力发展食用菌、高山林果、

特色养殖等富民产业。跟着县里的思

路，李二国带领她的团队进行了大量的

走访调研，发现无论是搞种植还是搞养

殖，农民心里都有两个“怕”，一怕自然灾

害和疾病疫病，二怕价格波动。因为怕，

所以不敢干。更有群众说：“不干，能吃

一碗饭；干了，也许只能吃半碗。”

王林口镇东王林口村村民陈玉明，

早些年在外做生意，日子红红火火。

2014年初，看着有的乡亲养羊挣了钱，

他拿出全部积蓄买了300只肉羊，开办

养殖场。可没想到，因为没经验，羊运回

来就开始拉肚子，每天死掉十几只，不到

半个月只剩下三分之一，赔了四五十万

元，不到半年就赔光了全部积蓄。陈玉

明逢人就说：“千万别搞养殖，风险太大，

百姓承受不起。”

针对阜平农业发展现状及农户的顾

虑，李二国提出了“农业保险全覆盖”项

目，既对种植养殖户进行雪、火、病、疫等

灾害损失承保，也对因市场价格波动给

农户或企业造成的种植养殖成本的损失

进行承保，为农业发展兜住经营风险。

经过多方论证，承保设想得到当地

多个部门的支持，且表示要“联动配

合”。有政策、有支持、有目标，工作就有

了力量。那段时间，李二国白天找领导，

忙下乡；晚上做方案，写报告，会同上级

公司逐步摸清制约农村发展、农业兴旺、

农民致富的棘手问题和现状。通过积极

沟通政府和上级公司，“保险兜底”解决

农户无法偿贷和经营亏损等重点问题的

金融扶贫思路逐渐明晰。

人保五级公司对成本损失险进行了

调研开发，并于2014年11月8日在阜

平“落地”，拉开了扶贫农业保险全覆盖

工作的序幕。阜平建成由县金融服务中

心、乡金融工作部、村金融工作室构成的

县、乡、村三级金融服务网络，覆盖全县

所有乡镇、村。全国首创成本损失险获

得2015年“全国农业保险创新奖”。

随后，李二国带领同事们不懈创新，

摸索出“金融扶贫，保险先行”“政府+保

险+银行+农户+企业”的“阜平模式”。

成本损失保险、农产品质量责任险、“三

农”保险……各类首创、独创险种覆盖了

阜平主要种养产品，为乡亲们抵抗自然

灾害、市场变化、意外伤害提供了保障。

随着“阜平模式”强势铺开，2016年

6月，中国人保集团与阜平县政府签约，

启动全国首个“政融保”金融扶贫项目，

开创了“政府政策支持、保险融资支农、

保险保障增信”的运行模式，拓宽了“阜

平模式”的价值外延，使农户“生产有保

险，创业有贷款，脱贫致富有保障”。

2017年5月，阜平“政融保”产业扶

贫模式在河南全省18个地市全面复制

推广。2019年，李二国被全国总工会授

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筑牢防返贫堤坝

2020 年 2月，阜平实现高质量脱

贫，但“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如果说脱贫攻坚时期，

人保财险阜平支公司主要是创造创新攻

克难题，那么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他

们的主攻方向就是迭代升级、品牌引领。

李二国与她的团队通过开展产品、

模式、制度和功能创新，建立起全县防

返贫风险兜底机制，激发群众以农业产

业化发展促进致富的内生动力，确保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

阜平人保依托数字化技术，大力加

强科技赋能，加快数字经济建设，创新开

发“智慧+保险+帮扶”防返贫信息平台，

实现了扶贫、农业、住建、医保、人保财险

等10个部门数据整合共享，将全县非建

档立卡边缘户和非稳定脱贫户作为重

点动态监测对象，利用技术手段和农户

大数据分析，及时对监测对象作出“高、

中、低”三级返贫预警，对存在返贫风险

和致贫风险的重点人群实现了精准预

警、精准核查、精准帮扶，筑牢群众防返

贫堤坝。

同时，他们还积极探索了“保险+投

资”服务模式，以险资直投的方式，为从

事农业生产的企业、个人提供融资支持，

实现产业企业、种粮大户、金融保险机构

的合作共赢；推出了“保险+期货”服务

模式，升级现有农险产品，推动其从“保

成本”向“保价格、保收入”转变，通过保

险行业与期货行业跨界合作，破解“市场

风险大、保险兜底难”的价格指数产品开

发瓶颈，推进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的市

场化进程。

这些专业术语、金融模式，李二国讲

得头头是道，“这套操作，你或许听不太

懂，但最终目标，就是让企业和群众生产

生活有保险，确保不返贫。我们还将立

足阜平实际和群众需要，继续创新‘保

险+’项目，持续推进乡村振兴试点工

作，为保险支持乡村振兴创出一条可复

制、可推广的路子。”

“人民财产的靠山”

聂荣臻元帅曾说：“依靠人民，比山

靠得住。”身为阜平革命老区的“人保

人”，李二国心中有一个坚守：新时代务

必要坚持“人民至上”，回馈人民，做“人

民财产的靠山”。

“金融扶贫，保险先行”的“阜平模

式”看起来很美，但真正实施起来，却是

难上加难，一波三折。最大的障碍是山

里人不信保险。起初，阜平人保所有员

工深入全县13个乡镇、209个行政村、

1208个自然村，走村入户讲解政策，推

介保险，虽屡屡碰壁，但他们始终有一个

信念：办法总比困难多。

大枣种植是阜平的传统产业，但是

要“靠天吃饭”，风险很大。有时候一到

了秋天，眼瞅着大枣要丰收了，却总是赶

上连阴天，甚至风雨交加。枣农们眼睁

睁看着大枣烂在地里，只能抹眼泪。

2015年夏天，李二国带着公司人员

到了北果园镇卞家峪村，同时也带来了

独创的“大枣特色保险”，一家一户宣

传。一亩枣树有400棵左右，保费36

元，政府补贴21.6元，枣农自家只掏14.4

元。如果遭灾，公司每棵树赔偿10元。

大山里的枣农没有听说过保险，看

见李二国还穿着破了洞的牛仔裤更觉得

不靠谱，连连往门外赶。那段时间，李二

国和同事几乎泡在村里，挨家挨户摸底，

终于在53岁的枣农杨金成那里打开了

突破口。在反复宣传和劝说下，杨金成

终于同意“用上保险”，可是真到掏钱的

时候他又犹豫了，嘴里咕哝着：“李经理，

你总说这是政府鼓励的事，那县长、乡长

为啥不来啊？你不会拿了钱就跑了吧？”

李二国微笑着耐心解释：“他们忙扶

贫的事呢，您就放一百个心吧！”杨金成点

点头，总算是信了这些人、这件事。之后，

给枣树打药的时候，村里很多枣农讥讽

杨金成掏钱上保险，那就是冤大头。杨

金成不爱听，气恼地说：“人啊，得接受新

生事物。等我笑了，有你们哭的时候。”

话虽说得硬气，他心里却一点不踏实。

果然让杨金成说着了，秋天枣红的

时候，天阴得沉黑，又是雨水天气，雨点

子噼里啪啦砸下来，把成熟的红枣浇得

裂开了口子，红枣哗啦啦地坠地。瞅着

腐烂的红枣，枣农们想着一年买农药、肥

料的钱和雇人的工钱又打了水漂儿，再

想想这一年来的白辛苦，很多人都哭

了。杨金成心里也难受得不行，庆幸自

己上了中国人保的保险。可是，这保险

靠谱吗？

杨金成嘀咕发愁的时候，李二国带

着勘查员来到卞家峪村，确认受损情况

后，定价理赔款6800元。当将保险理赔

款递给杨金成时，杨金成既惊喜又激动

地说：“这可是救命钱啊！”杨金成得到

6800元赔偿的事，立刻轰动了卞家峪。

第二年，卞家峪村8000多亩枣树全部上

了保险。

万事开头难。工作打开了局面，推

进便顺风顺水。很快，“人保人”成了企

业和群众的“贴心人”。

2023年7月29日，阜平发生特大暴

雨灾害，造成严重损失。灾后，李二国带

领她的团队本着“应省尽省、应简尽简”

的原则，简化流程、手续，对农险现场快

速查勘定损，第一时间将食用菌、玉米、

大棚、农房等各类赔付款3455万元，送

到了8000户受灾农户手中，最大程度将

群众损失降到了最低。

12年来，像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

李二国说：“能为百姓做点事，我们很幸

福，很心安！”

李二国是一名长跑爱好者，她也鼓

励员工开展体育运动，与他们一起报名

参加马拉松赛事，借此排解工作压力，以

更阳光健康的姿态投入到上山下乡、田

间地头的工作常态，打造了一支“敢打必

胜”的人保团队。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一直是李二国的座右铭。如今，阜平

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谱新篇。李

二国正带领她的团队，在乡村振兴、共同

富裕的新征程上，与老区乡亲们一道奋

力奔跑！

秦皇岛市抚宁区，是苍天特别眷顾

的地方。

给了它优越的自然环境。抚宁位于

东北连接华北的咽喉地带，处于渤海和

燕山之间，是全国唯一同时拥有山、河、

湖、海和长城的地方。

也让它有丰厚的文化底蕴。盛传民

间的太平鼓，源远流长，被确定为河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唢呐与鼓钹同时演奏

的鼓吹乐，传承千余年，在冀东和东三省

久负盛名，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抚宁因此被

国家有关部门授予“中国吹歌之乡”和

“中国吹歌研究基地”双重殊荣。

还让它紧邻举世闻名的避暑胜地北

戴河。那里有水天一色、白浪滔天的壮阔

景色，而这里有重峦叠翠、千峰竞秀的旖

旎风光。北戴河的海和抚宁的山交相辉

映、珠联璧合，堪称旅游界的孪生兄弟。

我趁今年国庆假日，先游了北戴河

看海，随即到抚宁看山。

抚宁城区一个公园里有座紫金山。

山上林木茂盛、植被葱郁，堪称城中“绿

肺”；山顶上有座“魁星阁”，曾建于康熙

十二年，后废弃重建，如今阁中灯光彻夜

闪亮，成为抚宁城的新地标。

抚宁城北十公里有座天马山，它以

文字摩崖最为著名。在藏奇纳险的山

上，在几个横空巨石的幅面上，分别刻有

“天马山”“山河一览”“天马行空”“带砺

山河”“海天在目”等五幅字体苍劲的巨

幅题刻，均出自明代将领之手。这山的

文字摩崖是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山上有“猴天望海”“旱船”“仙居洞府”等

景观，还有巧夺天工的“钟架”、神秘莫测

的“铜井”。尤为令人景仰的是“点将

台”、“戚公亭”和威风凛凛的戚继光石雕

像。它联系着明代抗击倭寇的民族英雄

戚继光的一段往事。戚继光于1567年

被调往北方镇守蓟州，其间曾来天马山

练兵和潜心著述。半山腰有个玄真观，

他就在东耳房里写下《练兵纪实》和《纪

效新书》，总结练兵、治械、阵图等实践经

验。山脚下是烟波浩渺的天马湖。每当

渔舟犁碎晚霞，惊起千百只水鸟飞向天

马山时，那鸣叫声、扑翅声在山谷中回荡

不息悦耳动听，仿佛是为民族英雄戚继

光唱赞歌。

再去十多公里有个凌空壁立的背牛

顶。上去必须脚踏四面悬空的垂直天梯，

俯看山下是万丈深渊，让人胆战心惊。然

而人们却凭着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勇气和

执着，展开了开发和建设它的旷世“接力

赛”。明代就有僧人到此凿井建庙，逐渐

成为佛教圣地，到了清代在此又建了道

观，从此这儿成了佛教和道教并存且相

得益彰的两种文化交融之地，也成了香

火繁盛和游人如织的旅游宝地。看过碑

林、放生池、金光洞等景点之后，登上山

顶，便见长城内外群山起伏、云深林密处

流泉飞瀑，令人心旷神怡乐不忘返。

再说兔耳山，双峰尖耸，状如兔耳

故名之。它是冀东名山，也是一部无声

的历史典籍。因为抚宁扼东北、华北之

“咽喉”，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为历代

当权者所重视。明宣宗朱瞻基曾巡视

兔耳山，清朝乾隆皇帝曾赋诗《兔耳

峰》，有“兔耳峰头常罩云，果然玉笋矗

氤氲”之句。

进入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深入人心，抚宁区对兔耳山进行

了全面规划和开发。“要致富，先修路”，

他们沿着蜿蜒盘曲的山势修了一条长达

十公里的公路。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抚

宁天路”。

“抚宁天路”摇醒了昏睡多年的苍

山，打开了百姓的致富之门。

这次来登“天路”，主动导游的是长住

山间的一位热心且健谈的老人，名叫张立

存。他说，兔耳山危石累卵山陡路险，

过去来人很少，“天路”一修，越来越多

的人才知道这里原来是个旅游胜地。

张立存老人说，早在明洪武年间抚

宁知县娄大方曾赋诗描绘兔耳山：“形盘

龙尾连沧海，势拱鳌头直接空，云覆寒潭

晴作雨，霜凋老木夜生风”。观赏几个景

点之后，觉得这首诗的描绘实在苍白无

力。你看，到山上叫“了洼”的地方，可以

看到先人们的生活遗址；到“空中草原”，

便见繁花似锦、鱼逐流云；在“怪坡”，见

到车挂空挡，竟然由低处向坡上溜滑，惊

见大自然的神奇；还有什么“河马戏龟”

“猴王点兵”“雄狮啸天”“八王爷拜寿”等

景点让人目不暇接。待到双峰并峙的

“兔耳”跟前，烟岚云雾，松涛鹤鸣，宛若

误入仙境。

“抚宁天路”不仅使兔耳山成为旅游

休闲的胜境，更成了山民脱贫致富的“高

速路”。这一带盛产桑葚、苹果、板栗、核

桃等山货，过去却难以运出去。张立存

讲了一个当地的故事。他说，一位农妇

曾给她在远方工作且多年未归的儿子写

过一封信介绍这里的变化。信中说，“母

音传千里，穿进你心房。过去这儿山窝

里交通不便，收果的客商来了不仅压低

收购价钱，还让把果品给送到山下。沟

沟坎坎，磕磕绊绊，那年月你爹往山下送

货成了没尾巴的驴呀。现在好了，天路

一修，客商可以把车开到门前收购山货

啦。乡里乡亲的都说现在咱们的山窝窝

成了金窝窝银窝窝。咱们这儿峰峰都是

景，坡坡都是树，样样都是财”。张立存

老人讲完这个故事，激动地说：“我还瞎

编过一首诗，给你念叨念叨。”他竟然像

孩子似的手舞足蹈，高声吟咏道：“云笼

兔耳山，古今有名传，唐王征东过，乾隆

留诗篇，朝阳升碧海，紫气绕青山，兔耳

山峰嫦娥望，最美莫如咱家乡。”

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文艺工

作座谈会召开已经十年了。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

话的第三部分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中，称道了鲁迅、柳青

和贾大山三位现当代作家。对于贾

大山，他满怀深情地说：“我在河北正

定工作时结识的作家贾大山，也是一

位热爱人民的作家。他去世后，我写

了一篇文章悼念他。他给我印象最

深的就是忧国忧民的情怀，‘处江湖

之远则忧其君’。”由此阐发“文艺工

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

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

的孺子牛。”

的确，贾大山生前始终热爱人

民。他 1942 年 9 月出生于河北正定，

1997年2月去世。在少儿时代每逢过

年，他就跟着父亲去给附近庙宇中的

孤独老人送热饺子，心灵中便植下一

颗慈善的种子。上中学时，他参加学

校宣传队演节目、变魔术，也热心于写

诗写黑板报，历练着自己的公益精

神。1964年到西慈亭村当知青时，他

得知一个妇女难产，便毫不犹豫地去

献了血。他在村俱乐部连编带演，还

要一遍遍地示范、辅导。一个姑娘总

做不好就跑下台去哭，他便去劝导鼓

励。有时排练中闹意见，他一生气就

走了。过一会儿又回来说，快过年了，

总要给百姓个乐头儿，要不心里的痒

痒疙瘩解不开。他的幽默使大家都笑

了，就继续排练起来。为了编新节目，

贾大山常常夜以继日地苦熬。有一

次，大山的四人知青伙食小组断了粮，

他们就打赌，看谁饿的时间最长。大

山饿了三天得了第一，却写出了小豫

剧《劝队长》，上演时把一个因红卫兵

捣乱撂挑子的队长唱哭了。又一个冬

天夜晚创作京剧《红哨兵》时，不小心被炉火烧了棉衣和一

截被子。他起身灭了火，干脆坐下来又写。天亮后村干部

听说贾大山屋里失了火便赶来探望，未进门就听他在试唱

剧中的二黄导板“风雷吼，雨茫茫，心潮激荡……”他们一

听顿时放心了，夸他是不要命的主儿。贾大山苦中作乐，

为村民们办了七年文艺演出，参加全县大汇演连连获奖。

他是一颗徐光耀所说的“快乐的种子”，自己辛苦地快乐

着，让村民们一起快乐着，这便是他最大的幸福。

贾大山热爱人民，忧国忧民，还表现在他回城之后，

特别是1982年当上了县文化局长后极为爱惜人才。当他

在汇演中发现几个青年富有表演才能时，便把他们调到

文化馆来；为县剧团 17 个演员的“农转非”，他一次次为

这些演员鼓与呼，终于在县里只有 20 多个指标的情况

下，一下子为这批演员转了非。这是正定县剧团至今生

存发展的重要一步，也所以演员们在贾大山溘然长逝后

纷纷去吊哭这位恩人。忧患元元与忧心国事是贾大山高

尚品性中的两个方面。正如习近平在《忆大山》中所肯定

的：“大山是一位党外民主人士，但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

的命运与党和国家、人民的命运割裂开”。称赞他被任命

为文化局长后“毫不含糊”，上任伊始就下基层、访群众、

查问题、定制度，为文化事业的发展“竭尽了全力”，各种

文化设施的建设、文物修复和重建“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

走的汗水”。

习近平也肯定贾大山襟怀坦荡，刚正不阿，疾恶如

仇，“在我们党的政策出现某些失误和偏差，国家和人民

遇到困难和灾难的时候；在党内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发

生局部动乱的时候，他的忧国忧民情绪就表现得更为强

烈和独特”。贾大山在愤世嫉俗中始终保持廉洁奉公，

勤政为民，以“寸心不昧、万法皆明”为座右铭，来了朋友

就领到家中亲自做饭招待。当群众中、干部中出现了矛

盾纠纷，他便热心地进行调解，被称为“玉帛老人”。在

辞去局长职务、担任政协专职副主席后，他便创办《社情

民意》，把群众反映的或亲自调查到的问题及时向有关

领导反映。贾大山的确一直在情感上、认知上和实践上

“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着“人民的

孺子牛”。

贾大山的人民情结、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当然表现

在他的小说作品中。他1978年荣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

说奖的《取经》以及《乡风》《中秋节》《春暖花开的时候》

等，就表现了农村基层干部群众顶住各种压力一往无前

的务实精神，塑造了李黑牛、拐腿张、春生等民族脊梁式

的人物形象。在《赵三勤》《拴虎》《醒酒》中，欣然地描述

了青少年浪子回头的成长过程。贾大山也如孙犁，善于

描写女性。他在《小果》《花市》《定婚》《梁小青》《杜小香》

《干姐》中刻画了一群崔道怡评价的“小酸枣儿”似的农村

青年女性形象。他的“古城人物”中，描绘出一个古城善

良老人的群像谱。

贾大山自言其小说创作的出发点是“弘扬真善美，清

除假恶丑”。在表现人间真善美的同时，他始终不忘揭示

各种社会弊端和人心中的痼疾。在成名的《取经》中就一

面表现村支书李黑牛的务实精神和工作智慧，一面从王庄

支书王清智身上揭摆了“文革”的极左遗风，并讽刺了干部

中的“见风使舵”“风向标”行为。在《三识宋默林》《亡友印

象》中旗帜鲜明地批判了“阶级斗争”对人的肉体和精神摧

残，说明执行极左路线者也是受害者；《弯路》《劳姐》《分

歧》中揭示出社会基层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之害；《村宴》

《阴影》等又是对社会腐败现象的无情鞭挞。而《老路》《花

生》则是揭示人性的扭曲程度之深；《俊姑娘》《枪声》等又

挖掘了传统陋俗所造成的人间悲剧，张扬了现代性精神，

呼唤着正常人性的回归。

贾大山生前从现实生活出发，用小说的形式充当着

时代精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歌者，也成为极左思想

和一切过时观念的掘墓人。他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地工

作、生活和业余创作，是热爱人民、忧国忧民的作家榜

样。他的为人处世品格将“与他不朽的作品一样，长留

人间”。

“我叫李二国”
□张金刚

苍天眷顾的地方
□刘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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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二国（右）在核桃加工厂调研，与工人交谈。（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