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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好家风

父亲只能不厌其烦地做大家的思想工作。正

是这样的言传身教，让周茂生立志要像父亲

一样，做一个豁达、明理、感恩的人。“父

亲常教育我们，要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这

个伟大的时代。我也经常教育子女，要用一

生来报答党的恩情。”周茂生说。

堪当重任的“三杆周”

在鸣鹫镇，乡亲们都亲切地叫周茂生“三

杆周”：一是“枪杆”，当过兵；二是“笔

杆”，教过书；三是“锄杆”，务过农。后来，

大家叫惯了，周茂生也索性自称“三杆周”。

受父亲的影响，1964年，周茂生参军入伍。

他接到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远赴内蒙古，

将当地的骡马物资安全运送到中越边境线。

这次长途跋涉并不轻松，据周茂生回忆，他

首先要从冰天雪地的内蒙古包头市运送骡马

到昆明市，再从昆明市转运到澜沧县。由于

背着行囊长时间行军，抵达昆明时，周茂生

的膝盖已经肿胀到难以走路，但他还是咬牙

坚持了下来，没有耽误一天时间。历时 50 余

天，周茂生圆满完成此次任务。这只是周茂生

5年军旅生涯的一个缩影，因在部队表现突出，

周茂生于 196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退伍后，周茂生走上三尺讲台，到新安

所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任教。30 余年的执教生

涯中，他始终坚守在基层，为发展当地基础教

育默默耕耘。1998 年，周茂生从工作岗位上退

下来，作为一名老党员，他觉得自己尚能发挥

余热，便毅然携家人移居鸣鹫镇，种植樱桃、

开办农家乐，当起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和普通樱桃园不同，在周茂生创办的“红

色樱桃园”中，除了随处可见的红色元素外，

每当游客到访，他都会邀请客人坐下来，端上

一盘鲜艳的樱桃，向他们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

自家经历。后来，在蒙自市委组织部的支持下，

“鸣鹫镇初心讲习所”在“红色樱桃园”建成。

周边村民常来这里听周茂生讲故事，其他乡镇慕名而

来的人也越来越多。2022年，周茂生获评云南省“最

美银发志愿者”。

樱桃园里谱新篇

“过去总觉得他讲的这些东西哪会有人喜欢

听，随着年龄增大，特别是自己也成为一名共产党

员后，我越来越能理解父亲。”1998 年，周茂生之

子周志新随父亲前往鸣鹫镇种植樱桃。尽管一开始

对不懂“察言观色”的父亲颇有微词，但周志新在

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将“红色樱桃园”发展为全

省示范家庭农场，自己也获评红河州“创业之星”。

据周志新介绍，樱桃园创立之初，蒙自市并没

有大面积种植樱桃的先例，温度、土壤、气候是否

适宜种植都是未知数。要不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思前想后，是父亲的鼓励让周志新下定决心：“现

在政策好了，只要想做，就放心大胆地去做。天时

地利人和都占全了，还怕做不成事？”于是，父子

俩开始流转土地种植樱桃。2007年，樱桃进入盛果期，

周志新又萌生了新的创业思路——用游客体验式采

摘替代传统的雇人采摘模式。“让大家在充分体验

劳动快乐的同时，也能享受到农家乐的特色服务。”

这种在10多年前颇为创新的模式得到消费者的认可，

周志新表示，头几年，每逢樱桃采摘季，樱桃园门

口停满了车辆。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富。在父亲的言传

身教下，周志新开始传授种植技术，带着鸣鹫镇的

村民们种植樱桃，一家家樱桃园如雨后春笋般发展

起来。如今，樱桃种植每年可为鸣鹫镇的村民带来

800 万余元的收益。

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看书写字、去樱桃园干些

力所能及的活，这是周茂生当前的退休生活；浇水

施肥、打理樱桃园、钻研新技术推动樱桃产业发展

再上新台阶，这是周志新眼下的工作目标。三代人

的故事在继续，红色家风也在这个“州级文明家庭”

不断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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