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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辉映“志愿红”专  题

不用人搀扶，也无需辅助工具，79岁的陈兴文“噌噌噌”地爬上种植蒜头果树的陡坡，

在山林间健步如飞。源于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工作一辈

子的陈兴文退休后依然选择扎根基层，用心用情做好志愿服务工作，为当地产业发展、

乡村振兴贡献“银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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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科技服务“三农”

陈 兴 文 1944 年 出

生在广南县珠琳镇西吉

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

庭。1972 年 退 伍 后，

陈兴文积极投入到家乡

的生产建设中。他带领

村民修公路、引自来水、

建沼气池、发展烤烟生

产，让村民贫困的生活

逐步得到改善，西吉村

实现了从贫困村、后进

村到“云南省文明村”

的蜕变。由于在带领群

众增收致富方面贡献突

出，陈兴文先后担任村

干部、乡镇长、常务副

县长、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等职务。

2004 年退休后，广

南县多家企业负责人希

望聘请陈兴文担任企业

顾问，甚至有人提供年

薪超过 10 万元的工作岗

位，都被他婉言谢绝。

在陈兴文看来，自己需

要的不再是高收入，而

是通过继续发挥余热证

明自身价值。他积极响

应县委、县政府号召，

投身各类公益活动，为

倡导文明、崇尚科学营

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作为出身农家、从

事农事、心系农民的“三

农”干部，陈兴文在工

作期间就充分认识到科

技在农业发展中的重要

性。2014 年，广南县成

立老科技工作者协会，

邀请陈兴文担任会长，

已经 70 岁的他欣然应

允，在这个岗位上一干

就是 6 年。虽然工作艰

苦，单位无经费、个人

无报酬，工作地点又大

多在农村山区，但回忆

起在县老科协的时光，

陈兴文说：“工作确实

苦了一点，但社会效益

好，我做得心甘情愿。”

多年来，陈兴文充

分发挥自己群众基础好、

协调能力强、社会威望

高等优势，不断为科技

服务“三农”务实功、

出实招、求实效，永葆

社会责任心。

科学养蜂带富群众

严格来讲，县级老

科协不承担具体工作任

务，老专家们能否发挥

科技引领作用，作用发

挥到何种程度，主要依

靠协会负责人的工作态

度和团队凝聚力。自担

任会长之日起，陈兴文

对协会理事、全体会员

的要求是“量力而行”，

自己则始终坚持“全力

以赴”。他怀揣科技兴

农的使命感，深入广南

县 18 个乡镇的广大农村

开展实地调查研究，积

极组织老科协专家开展

“科技下乡”和农村实

用技术培训，以科技带

动农村产业发展，并逐

渐树立起县老科协的特

色品牌。

2015 年， 广 南 县

“80 后”大学生杨仕勇

返乡创业，创办广南县

谦益胡蜂养殖农民专业

合作社。“养蜂不占耕

地、不用粮食、不费劳

力，特别符合广南县外

出务工人员较多、留守

人员多为劳动力薄弱人

群的实际。”据杨仕勇

介绍，尽管胡蜂养殖很

快为村民带来收益，但

同时也影响了当地原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