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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镇江市委组织部文件 
 
 

镇组通〔2020〕26 号 
 
 
 
关于在全市开展向糜林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 

 

各市、区委组织部，镇江新区组织部、镇江高新区党群工作部，

市委各部委办局，市各委办局、各人民团体、各直属单位党组

（党委）： 

糜林同志，1963 年 8 月出生于江苏镇江，1987 年 7 月参加工

作，1994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20 年 2 月 18 日因病去世，

生前系镇江市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室主任、第六党支部书记。 

糜林同志自参加工作以来，33 年如一日扎根农村工作一线，

潜心钻研农业科技，热情服务广大农民，一生致力于脱贫攻坚

和农民增收致富，为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水平、带领农民致富、

改变农村面貌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江苏省“333 工程”高层次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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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对象，先后获得江苏省优秀科技特派员、江苏省科普惠农

兴村带头人、镇江市跨越发展突出贡献者、镇江市优秀共产党员、

镇江市人民奖章、镇江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荣誉。 

糜林同志作为全国“时代楷模”、“最美奋斗者”赵亚夫同志的

学生和战友，是我市农业科研和科技服务战线的优秀代表，在

全省有较高声誉。他牢记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镇江时“要更加重视促进农民增收，让广大农民

都过上幸福美满的好日子，一个都不能少，一户都不能落”的殷

切嘱托，长期奔波奋战在服务“三农”第一线，因积劳成疾、不

幸去世，倒在了脱贫攻坚胜利的前夜。糜林同志用短暂而崇高

的一生，生动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崇高境界，集中展现

了一名优秀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奉献精神。为深入宣传糜林同志

的感人事迹，大力弘扬糜林同志的宝贵精神，经市委研究同意，

在全市开展向糜林同志学习的活动。 

要学习糜林同志扎根土地、一生为农的忘我情怀。从入党

之日起，糜林同志就坚定献身党的事业、投身农业发展的理想

信念。他无怨无悔扎根农村，全心全意服务农民，辛勤耕耘、

忘我工作，坚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销、实现

农民富，累计培训农民 16 万多人次，200 多万农民靠着他精湛

的果品栽培技术走上了致富路。他始终践行着爱农、为农、兴

农的誓言，在平凡的岗位上闪耀出不平凡的光辉。学习糜林同

志，就是要学习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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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扎根全市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坚定不移

融入党的工作大局，坚持不懈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要学习糜林同志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的进取精神。糜林同

志一心扑在工作上，把科技兴农作为毕生追求。农业结构调整

缺什么、农民增收致富少什么，他就研究什么推广什么。上世

纪 80 年代末，糜林同志就在全市最早试种无花果并掌握了关键

技术，又先后在桃、梨、葡萄、草莓等树种上攻关钻研、探索

创新，成长为全省一流的农业专家。他先后主持承担省、市级

课题 30 多项，创新应时鲜果技术 30 余项，获省、市级科技奖 7

项，制定省、市级地方标准 7 项，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13 件，

发表论文 30 余篇，出版著作 6 本。学习糜林同志，就是要学习

他勇于创新、勤奋进取的科研精神，不懈奋斗、孜孜以求的工

作激情，立足本职岗位提升本领、精益求精、不懈追求，进一

步激发争先进位精气神，跑出产业强市加速度，努力为“强富美

高”新镇江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要学习糜林同志胸怀大局、服务社会的高尚境界。糜林同

志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号召，

主动参加贫困地区对口支援，贵州沿河、新疆克州、重庆铜梁

等几个极度贫困县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说：“哪里穷就往哪里

跑，就是要让更多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近年来，他把科技成果

陆续推广到中西部地区 4 个省、17 个县，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作出了突出贡献。为了让更多人加入到带领农民致富的队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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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糜林同志长年致力于农业技术传帮带，培养了一大批乡土

人才、致富能手，仅江苏的徒弟中就有 2 个全国劳模、3 个省劳

模、36 个市劳模，而他自己却没有劳模的称号。学习糜林同志，

就是要学习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聚焦

中心作贡献，甘为他人当阶梯，毫不保留地奉献才智心血，以

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更多人，让我们的各项事业薪火相传、兴

旺发达。 

要学习糜林同志不计名利、埋头奉献的朴实品质。糜林同

志一生淡泊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他把农民当作亲人，无偿

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从来不吃农民一顿饭，不挣农民一分钱。

遇到农业生产突发情况，农民只要一个电话，他就会立即赶到

现场，为农民排忧解难，大家亲切的称呼他“果树保姆”。糜林

同志牵头完成的科研成果很多，但面对荣誉，他却一次又一次

地谦让，即便被确诊为肝癌晚期，他在病床上惦记最多的仍然

不是自己，而是农民的事情，因为在他心里，农民富起来就是

对他最大的肯定。学习糜林同志，就是要学习他耐得住寂寞、

守得住初心、经得起考验，无怨无悔、默默无闻地为社会、为

他人贡献智慧和力量，静下心来做好对社会、对人民有意义的

事情，以实际行动弘扬潜心做事、乐于助人的宝贵品质，不断

汇聚“大爱镇江”的社会正能量。 

糜林同志是全市 21.9 万共产党员的先进代表，是农民群众

公认和爱戴的科技工作者。在全市开展向糜林同志学习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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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巩固拓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凝聚

全市力量实施产业强市战略，以高质量发展实现追赶超越具有

重要意义。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把开展向糜林同志学习的活动，

作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的重要内容，作为“三会一

课”、主题党日的鲜活教材，为镇江“跑起来”注入强大动能。广

大党员、干部要以糜林同志为榜样，经常对照检查、检视剖析、

反躬自省，苦干实干、攻坚克难，团结带领全市人民不断开创

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各级党组织要采取扎实有效的措施，广

泛深入宣传糜林同志的先进事迹，在全市上下进一步浓厚比学

赶超、争先进位的干事氛围，为书写“镇江很有前途”新答卷凝

聚强大正能量。 

 

附件：糜林同志事迹材料 

 

中共镇江市委组织部 

2020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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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糜林同志事迹材料 
 

糜林同志，1963 年 8 月出生于江苏镇江，1987 年 7 月参加

工作，1994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20 年 2 月 18 日因为积

劳成疾，倒在脱贫攻坚一线，生命定格在 57 岁。糜林同志生前

系镇江市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室主任、第六党支部书记。作为

赵亚夫团队的核心成员，33 年来，他扎根“三农”一线，和农民

一起苦一起干，无怨无悔献身农业科研事业和科技推广服务。

据估算，至少有 200 万农民靠着他精湛的果品栽培技术走上了

致富路。糜林同志用短暂而崇高的一生，生动诠释了一名优秀

共产党员的崇高境界，集中展现了一名优秀农业科技工作者的

奉献精神。 

 

农民需要什么，就研究什么 

 

“要更加重视促进农民增收，让广大农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

好日子，一个都不能少，一户都不能落。”2014 年 12 月 13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镇江考察时，曾专门来到糜林搭建的草莓大棚。

总书记的嘱托让糜林备受鼓舞。自 1987 年参加工作以来，糜林

同志长期从事丘陵地区高效农业开发及应时鲜果新品种、新技

术研发，始终把科研攻关和服务农民当作自己的第一要务，科



— 7 — 

研成果丰硕。先后承担省、市级课题 30 多项，创新应时鲜果技

术 30 余项，获省、市级科技奖 7 项，制定省、市级地方标准 7 项，

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13 件，发表论文 30 余篇，出版著作 6 本。 

糜林同志常说：“我本身就是农民家的孩子，因为看多了农

民的苦，才立志学习农业科学技术，帮助农民致富。”上世纪 90

年代，果树的种植技术水平低，效益差，靠天收。糜林同志从

果树品种入手，率先从日本引进无花果、甜柿、砂梨等树苗，

开展适应性研究。为了减少农民种植的顾虑，他带领团队主动

了解和掌握市场需求变化，针对当年认为前景好、技术效益高

的品种，提前在基地进行试种研究，再向农民推广，最大限度

降低农民经营风险。先后成功引进推广蓝莓、薄壳山核桃、柑

橘等十几个品类。 

2007 年，为降低农民劳动强度，减低生产成本，糜林带领

团队研究出成本低廉的高架草莓种植方法。2009 年，为帮助农

民提高种植效益，他和团队先后引进 19 种大樱桃品种，通过十

多年的坚守和付出，筛选出 7 种苏南地区适合栽培的品种，“北

果南栽”在镇江“开花结果”。“再复杂的技术他都能嚼烂了讲给农

民听，谁家的果子有问题他都一清二楚。”全国劳模、草莓大王

纪荣喜深情地回忆。 

 

哪里穷，他就往哪里跑 

 

糜林一生为农，时刻心系农民，长期奔波在农业农村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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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农村、进农户，每月有十天以上服务在农民中间。糜林常说，

“只有‘铁脚板+示范户’，才能把科技成果推广到千家万户。”全

市各处的果园，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被同事们称为“果园活地

图”。据统计，糜林直接指导过的农户达 1000 多户，面对面培

训农民 5000 多人次，每年助农增收 6000 多万元。由他技术指

导的丹徒区世业镇“四季春高效农业园”的高架草莓，亩均效益

达 5 万元；结对帮扶的丹阳市杏虎村，亩均效益达 8000 元以上；

帮助句容下岗工人窦永敏建立 28 亩砂梨园，年销售额 50 万元

以上。 

2008 年，汶川地震后，糜林受命赶赴四川绵竹，加入江苏

援助灾区重建队伍，投身到“绵竹江苏高效农业示范园”建设中。

两年援建期间，他先后 28 次往返于苏、川，把几十项砂梨、草

莓等新品种、新技术免费带到满目疮痍的绵竹灾区，手把手的

交给当地农民。在他的指导下，当年种植草莓的农民亩收入就达

到 3 万元，砂梨种植园也成了远近闻名的水平棚架标准示范园。 

糜林同志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

少”的号召，主动参加贫困地区对口支援，贵州沿河、新疆克州、

重庆铜梁等几个极度贫困县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在贵州省铜仁市，他手把手教授果树栽培技术，用不到一

年时间，为当地培训致富带头人 1500 余人次，如今铜仁市脱贫

了。在新疆克州，他反反复复研究，多次试验多品种嫁接，将

新疆葡萄嫁接出“江苏味”，仅仅两年工夫，克州的葡萄在江苏

卖出了好价钱，阿扎克乡老百姓富了起来。在重庆市铜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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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户学到糜林的技术后，带着大家种植草莓，一个镇 3000 多

户农民全部脱贫。当乡亲们想把脱贫的好消息告诉他、想把江

苏味道的新疆葡萄送给他时，却不得不含泪接受他已经永远离

开了大家的现实。 

他的一生，工作足迹遍及 4 个省、17 个县，每年培训农民

5000 人次以上，累计推广果树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 20 多万亩。 

 

33 年不分日夜，为农民服务到底 

 

服务农民，糜林从不马虎。糜林常年指导联系姐妹桃园的

王巧娣，每逢灾害天气，他总是会及时电话提醒，主动上门帮

助。连续 15 年的不间断帮扶，让王巧娣从一名没有稳定收入的

农村妇女，变成远近闻名的种桃能手，年收入超过 30 万元。 

“师傅出去搞技术指导从来不吃农民一顿饭，不挣农民一分

钱。”大弟子朱春喜，没上过一天正规的农技学校，不识多少字，

但跟着糜林在地里“摸爬滚打”了 30 多年，学了一手果树栽培的

高超技艺，种了 30 亩的梨，每年有 30 万元的收入。他说，“没

有师傅，就没有自己的今天，看着师傅，就知道自己要怎么做。”

糜林光江苏的徒弟中就有 2 个全国劳模、3 个省劳模、36 个市

劳模，而他自己却没有劳模的称号，在他心里，农民富起来就

是对他最大的奖赏。 

糜林把温暖给了农民，把背影留给了家人。他实在太忙了，

每天早出晚归、全年无休，一年里有三分之一以上时间在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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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对妻子每天交谈半小时的承诺也常常不能兑现。因为牙周

炎，他几乎掉了半口牙却顾不上去装牙；因为常年下田为农服

务，浑身晒得黑乎乎、满手老茧却从不在意。即便被确诊为肝

癌晚期，他在病床上仍然惦记着农民的事情，计划治疗一段时

间后到农民家指导生产。 

糜林同志走过的千村万户四季瓜果飘香，而他却永远地离

开了。他用扎实的行动把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一名知识

分子的担当追求，写在了沙漠戈壁，写在了大山深处，写在几

百万农民的心中。他用自己的知识滋养的土地上生机盎然、蓬

勃向上，他所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正被薪火传承、发扬光大。 
 
 
 
 
 
 
 
 
 
 
 
 
 
 
 
 
 
 
中共镇江市委组织部办公室        2020 年 6 月 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