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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21 年 1 月 16 日晚上十点多，安徽

省合肥市长丰县造甲乡双河社区崔大

岗村民组，室外气温零下三摄氏度。北

风吹过露出稻茬的田畈，发出呜呜的声

响。四野空旷无人，但注意看，会发现

一星亮光，一个中年男子正蹲在田埂边

观察稻田。

这里的稻田有点怪。一般冬闲田

里是没有水的，这里却每一块田里都沿

田埂挖了一道水沟，水沟里灌满了水。

这样的气温下，水沟里自然结了冰。中

年男子用手电照着冰面，冰层下聚集了

一群舞着钳子、浑身紫红的小龙虾。男

子微微一笑，在手机上给龙虾养殖群里

发了条短视频，配上解说：近期上冻，当

田沟里冰层厚度达到两厘米以上时，就

要破冰供氧，如果厚度达不到，就可以

不管，大家留心了！

沿着近百亩的田块转了一圈后，他

打着手电，往村里走去。寒夜里，这束

光坚定而温暖，但握着手电的人，左脚

走得有些趔趄——因为曾患小儿麻痹

症，他落下了残疾。

他就是崔兴文，长丰县太空莲龙虾

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2020 年全国脱

贫攻坚奖奋进奖获得者。通过“稻虾共

养”产业扶贫模式，崔兴文不仅自己从

贫困户成长为养殖大户，更带动全县一

万余名贫困群众走上脱贫致富路。

二

崔兴文家所在的崔大岗，地处江淮

分水岭上，双河水库就在村前，当地人

的主要收入靠种水稻。过去因涝灾不

断，粮食难以稳收，加上位置偏僻，2014
年包括崔大岗在内的整个双河村（2018
年 改 为 双 河 社 区）被 识 别 为 重 点 贫

困村。

喝双河水长大的崔兴文，三岁时患

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上学时，每天他

都要拖着病腿，穿过田畈去四公里外的

学校。路上长满了荒草，他一不小心就

会被绊倒在地，说不清跌了多少跟头。

农忙时去田里劳动，他腿脚不便，别人

能挑一百斤的稻子，他顶多只能挑五十

斤。他家人口又多，负担重，一家人一

年忙到头，只能勉强填饱肚子。全家只

有两间土坯平房，一间畜着牛，一间住

着人。很多个深夜里，听着隔壁老牛反

刍的声音，好强的崔兴文就暗暗下决心：

“我一定要过上好日子！”

长大后，崔兴文娶妻生子，为了家

庭尝试了很多种致富途径。因为妻子

身体不好，崔兴文自己腿脚又不灵便，

只能想办法在家门口做点事。他考察

市场，发现药用土鳖虫市场正好，决定

也试着养。买不起种虫，他就去村里人

家的土灶里、草堆下寻虫，将家里的一

间房子铺上细土，把捉回来的虫子放在

土里，喂它们米糠、麦麸。在他细心照

料下，土鳖虫长得挺好，春天养，秋天

收，他高兴地装了一百多斤，运到附近

的药材收购站去卖。没想到，原先每斤

五元钱的土鳖虫因为养殖的人太多，收

购价一下子降到了每斤不到一元钱，连

成本都收不回。

转过年，崔兴文把目光投向村前的

田畈，搞起泥鳅养殖。他想，喜欢吃泥

鳅 的 人 不 少 ，价 格 应 该 不 会 低 到 哪 里

去。他手头还有两千元钱，又找人借了

九千多元，买了泥鳅苗，挖了大水塘，照

着书上教的，精心喂养。不想，收泥鳅

时，连泥鳅苗都没见到几条。请教了专

家才知道，由于水塘上没加防护网，这

些泥鳅全被一旁水库里的水鸟吃了个

精光。

崔兴文不服气，跌倒了再爬起来。

他又盯上了药用水蛭养殖。他想，这东

西水鸟不吃，市场价格好多年一直都比

较高，养这个准错不了。那已经是 2010
年了，春养秋收，待放干了田里的水，让

他失望的是，水蛭竟然又找不到几条，

他坐在田边发呆，百思不得其解。

忽然，他看见稀薄的水面上，划动

着几只小龙虾，其中一只大夹钳里正夹

着一条缩成一团的水蛭。他跳下水田，

挖开田泥，这一挖，发现田里有好多小

龙虾。原来是它们吃掉了水蛭！崔兴

文心里一团火冒上来，将小龙虾一只只

抓起来往田埂上扔，扔着扔着，他突然

反应过来：水蛭没了，小龙虾不也可以

卖 钱 吗 ？ 这 东 西 在 市 场 上 可 是 走 俏

货啊！

他马上在田里抓了满满一蛇皮袋

小龙虾，运到城里，卖了几百元钱。此

后几天，他天天在田里抓龙虾，这野生

的龙虾一共卖了五千多元钱，刚好补偿

了买水蛭苗的钱。

经此一遭，崔兴文想，养这养那，怎

么就没想到养小龙虾呢？

三

听说崔兴文要养小龙虾，村里的好

心 人 劝 阻 他 ，不 要 再 将 辛 苦 钱 打 了 水

漂。原来，小龙虾好吃不好养，邻镇就

有 一 户 搞 过 小 龙 虾 养 殖 ，结 果 血 本

无归。

崔兴文想来想去，还是决定试试再

说。为了保险起见，他尝试着在自家稻

田 里 养 小 龙 虾 ，这 样 即 便 小 龙 虾 养 不

好，至少还有稻米的收入做补偿。为了

养好小龙虾，崔兴文几乎全身心扑在稻

田 里 ，几 本 养 殖 小 龙 虾 的 书 都 被 他 翻

烂了。

小龙虾渐渐长大了，在稻田里挥着

一对钳子，大摇大摆地穿行。可奇怪的

事 开 始 发 生 了 ：崔 兴 文 每 天 早 上 去 稻

田，总能看见田里有一堆堆死去的小龙

虾，虾身完整，也不像有病害。这是怎

么回事？崔兴文为探究竟，整晚看守在

稻田边。夏夜，蚊虫成团地叮在身上，

他一动不动紧盯着稻田。夜深人静，一

只小小的黑影跃进了田里。崔兴文观

察了好一会儿，猛然打开手电筒，光束

中 ，一 只 小 兽 唰 地 溜 走 了 。 他 看 清 楚

了，是一只黄鼠狼。他走到田里捡起还

在动弹着的小龙虾一看，这才知道，原

来是黄鼠狼捣的鬼。这黄鼠狼吃得真

精巧，尖牙在小龙虾身上打个小洞，只

吸食一点虾黄便又吃第二只。

赶走了黄鼠狼，稻田里再没发生奇

怪的事。可等稻子收割了，虾也肥了，

崔 兴 文 再 一 次 遇 到 了 困 难 ：小 龙 虾 在

稻 田 里 到 处 钻 ，很 难 逮 到 。 一 亩 稻 田

还好，如果大面积养殖，靠崔兴文的腿

脚，哪里逮得过来？如果拖得太久，这

些裸露在泥上的小龙虾就会被鸟儿们

吃光。

有一天，下了小雨，崔兴文看见小

龙虾们竟然自动聚集在稻田中一处小

小的水洼里，这给了他启示：如果在稻

田边挖一条沟，收割水稻时，从田里缓

缓将水放到水沟里，小龙虾不就全都顺

水 进 沟 了 ？ 就 势 下 个 笼 子 ，不 就 全 逮

住了？

第二年，崔兴文继续用五亩田进行

稻田养虾，摸索稻虾共养，并在稻田里

挖沟蓄水。结果和他预想的一样，水进

沟，虾进笼，一举获得成功。一算账，比

单纯种水稻效益要高出好多倍。

到这时，崔兴文养虾才算入了门，

但靠这几亩田，还清过去的欠债还需时

日，离发家致富更是差得远。

2014 年，崔兴文家被确定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我要脱贫，我要率先脱贫！”

他对自己说，也对他的那些虾说。崔兴

文横下心，除了自家的田，还租了别人

家的田，一下子养殖了十四亩龙虾。之

所以胆子变大了，主要是因为作为贫困

户，他得到了政府部门每亩八百元的补

助。有了这笔钱的资助，至少不用担心

亏本。

2014 年是个丰收年，十四亩小龙虾

的收入，让崔兴文一举还清欠款。2015
年，他又将养殖小龙虾的面积扩大到了

三十亩。他三管齐下，将水田拿出一部

分专门用于养虾，一部分开辟成稻田养

虾 ，还 有 一 部 分 用 于 繁 殖 虾 苗 。 这 一

年，他的稻虾总收入高达十多万元。崔

兴文多年倾注在稻田养虾上的心血，终

于开花结果了。

为了提高亩均效益，崔兴文又摸索

出一套冬季虾的养殖技术：在冬闲田里

灌上水，秋天放上小龙虾种苗，进行繁

殖，到了春天就可以上市。这个季节的

小龙虾刚好填补了市场空白，价格是夏

天龙虾的三倍。

在养殖过程中，崔兴文经常请教安

徽农业大学的教授们，在他们的帮助下

不断摸索新技术。为了保证双河水库

不受污染，他在龙虾塘内模拟湖泊生态

环境，种植伊乐藻、水花生等植物，既可

净化水质，夏天又可为龙虾遮阴。同时

在喂料上以玉米、豆粕等为主，并自建

了小电站，经常注入新水，既帮助龙虾

脱壳生长，又保证养虾稻田的水稻不施

化肥。

2016 年，小龙虾行情特别好，崔兴

文的虾又大丰收，稻米加上小龙虾，一

共收入二十多万元，当年顺利脱贫。

四

看着崔兴文每天早上去稻田水沟

里起虾笼，拎着虾笼上街去卖，拎一次

就是几百元钱的进项，村里人心动了。

连当初劝阻他的人也来向他讨教，要跟

着学养龙虾。

这正合崔兴文的心思：“一个人富

不算富，要富得乡亲们一起富。”

2016 年，双河村专门成立了龙虾养

殖合作社，崔兴文担任理事长，以合作

社名义建成“稻虾共养”扶贫示范试验

基地五十三亩。十六户贫困户率先尝

试，立竿见影，当年脱贫！榜样力量大，

合作社一下又吸引了贫困户一百多人。

崔兴文的扶贫事迹引起了造甲乡

党委和政府的重视，他们因势利导，把

稻虾共养作为脱贫攻坚的主导产业，聘

请 崔 兴 文 为 全 乡 龙 虾 养 殖 顾 问 ，采 取

“基地+贫困户”模式，对全乡建档立卡

贫困户实行重点帮扶。为推进产业融

合发展，还开辟了乡村观光一日游，连

续四届举办龙虾节，打造了“互联网+稻

虾”电商平台，建成绿色稻米加工基地。

短短时间里，双河村“稻虾共养”模

式就产生了很好的效益。随后，长丰县

决 定 在 全 县 推 广 崔 兴 文 的“ 稻 虾 共

养”。消息传出后，一位从事现代化养

殖的民营企业经营者找到崔兴文，愿以

高薪聘请他。崔兴文婉言谢绝：“我的

稻虾共养技术不是我自己拿来卖钱的，

是用来带领贫困户致富的。”

同为残疾人，崔兴文深知残疾人脱

贫 不 易 ，对 残 疾 人 贫 困 户 更 是 悉 心

帮助。

下塘镇建档立卡贫困户张玲，自幼

上 肢 残 障 ，后 来 又 被 查 出 患 有 严 重 肾

病，加上丈夫有严重的腰椎病，全家每

年光治病就要五万多元，一家三口人整

日愁眉不展。 2017 年 10 月，崔兴文得

知张玲家的情况，便主动去找她，让她

跟 自 己 学 养 小 龙 虾 。 张 玲 为 难 地 说 ：

“我一没技术，二没本钱，怎么养？”崔兴

文说：“这些我都帮你想好了，你就大胆

地流转农田。”随后，他帮张玲整理出稻

虾共养田块，又无偿送上虾苗等必需物

资，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细心指导。在他

的帮助下，张玲家当年就收入二十多万

元。崔兴文还通过朋友联系到省立医

院专家，帮助张玲做了换肾手术。

2019 年，张玲一家荣获全国妇联授

予的“全国最美家庭”称号。张玲说：

“是崔大哥告诉我，残疾人完全可以战

胜贫困、改变命运。”

龙虾养殖是门技术活，崔兴文事无

巨细，将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毫无保留

地教给乡亲们。几年来，崔兴文到周边

乡镇举办了近百场讲座，培训贫困户达

一万人次以上。

为了方便大家掌握技术，除了四处

公开讲课外，崔兴文还专门开设了个人

短视频账号，将稻田养虾的注意事项一

一交代。比如冬天田里水沟的水位，他

通过多年观察，发现水位要不深不浅。

深了，水温低，不利于虾苗生长；浅了，

水 鸟 就 要 来 吃 虾 。 那 到 底 要 留 多 深

呢？崔兴文给出答案：保留二十厘米的

水位。再比如，小龙虾养得好不算，还

得卖得好，怎么卖出好价钱？他也有一

套“生 意 经 ”：每 年 的 5 月 1 日 到 7 月 1
日，不要想着卖小龙虾，这期间夜宵摊

生意不行。而进入 7 月，中高考一结束，

夜 宵 摊 生 意 随 即 火 爆 ，小 龙 虾 就 好 卖

了，这波行情会持续到 9 月开学前。也

别 只 顾 着 高 兴 ，开 学 前 必 须 将 龙 虾 卖

掉，否则后面就不好卖了，因为随后夜

宵摊上就是毛蟹当家了。再有，虾病防

治历来是个难题，崔兴文的经验是，龙

虾当年卖完后，要将水田深翻一次，那

么翻多深？晒多长时间？这些经验，崔

兴文每次为贫困户们上培训课，都像竹

筒里倒豆子，全倒了出来。

崔兴文推广的“稻虾共养”，虾吃昆

虫，粪便还田，全程不施化肥，不打农

药，不光绿色龙虾能卖上高价，绿色稻

米同样也能卖出好价钱。过去每斤稻

米顶多卖两元多，现在卖到了十元，效

益显著提高，这种模式也越来越为广大

农民接受。

如今，长丰县全县稻虾共养面积发

展 到 二 十 二 万 亩 ，一 万 多 人 因 此 脱 贫

致富。

五

深夜寂静，走在宽阔平坦的村村通

公路上，崔兴文步子迈得更稳当，也更

有 信 心 。 还 没 到 家 ，手 机 里 却 热 闹 起

来。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做好服务，他组

建了“互帮互助似亲”“明天会更好”两

个微信群，吸纳九百多位重点贫困户、

残疾人入群。发在群里的短视频提醒，

他们有的点赞，有的在交流龙虾行情，

有的在向崔兴文询问新的技术问题。

还没进门，崔兴文就听见了妻子的

笑 声 。 自 从 脱 了 贫 ，妻 子 脸 上 笑 容 多

了，身体也渐渐好了，现在能做一些轻

体力活了。

再过不久就是立春，春虾就要上市

了。随后，雨水丰沛，水田里插上稻秧，

田野一片绿色，苗盛虾肥，那该是一幅

多么美丽的画卷！这样想着，崔兴文推

开 家 里 的 屋 门 ，一 股 温 暖 瞬 间 包 拢

了他。

图为长丰县“稻虾共养”稻田。

张忠建摄

稻虾共养致富记
余同友 列车载着一千多名工人，穿山越

岭，向鄂西南的一个工地进发。车至

乌龙泉火车站，已是夜晚。火车停下

来，我随大伙儿走下车厢，在站台透

气。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我看到了

站台前方的一片灯光。那片灯光再往

前，就是武汉市区光的海洋。从豆灯

如萤的山村，一下走进这光的世界，让

我有些不知所措。

一位巡道大叔路过，好奇地问道：

“小伙子，看什么哩？”

“看光！远处的光。”

大叔乐了，说：“我天天晚上在站

台里，也没觉得这光有啥值得看的。”

我激动地告诉他：“我们那个山

村，只有煤油灯，还得省着用。这里不

一样，这光，一眼看不到边。”

大叔听了，没有再笑，反而很热情

地对我说：“那你多看看吧。”

这好多年前发生的一幕，一直刻

在我的脑海里。后来，被这片光吸引，

我考入了武汉的一所大学，开始与这

座我为之动心的城市朝夕相处。

晚上从图书馆出来，我总会在喻

家山下的校园内漫步徜徉，看路边的

树木，看盛开的花草。但更上心的，是

看路旁那一盏盏路灯，看路灯所发出

的柔和温馨的光。周末的晚上，我有

时也会去学校旁边的街市，静观那些

居民区的万家灯火。

在校时，因囊中羞涩，很少上街品

尝武汉小吃。记得有一回，给一家报

纸投稿，得了十多元稿费，我便邀约室

友去大东门小吃街。那次我们品尝了

不下十种小吃，热干面自不待言，春

卷、豆皮、欢喜坨、锅贴，我们都尝了

尝。那份难得的口福，我至今记忆犹

新。那天晚上，从大东门小吃街回学

校，我们踏着一地月光，唱着当时流行

的歌曲，心满意足，其乐融融。

这座城市，处处与光有关。还记

得当年离学校一站多路，有一个破旧

的居民区，烂泥田、杂草地簇拥在颠簸

的道路两旁。此地原叫鲁巷。后来，

这里变成了光谷高科技产业园，园区

里诞生、开花、结果的高科技公司，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说到“鲁巷”，人们

已慢慢淡忘，但说到“光谷”，无论本地

人还是外地人，都耳熟能详。现在的

光谷，成了武汉市经济增长的引擎，也

成了居住、休闲、购物的热门之地。

大学毕业后，我在这座城市定居，

接触最多的是这座城市里的人。

前些年，我因脚烫伤，在家休息。

准 备 做 晚 饭 时 ，发 现 液 化 气 瓶 没 气

了。那时还没用上管道天然气，无奈

之下，我给认识不久的出租车司机熊

师傅的寻呼机发了一条信息。没想

到，一刻钟后，熊师傅就扛着煤气罐

“吭哧吭哧”上了楼。

我赶忙道谢，请熊师傅喝茶。“喝

什么茶哟，我还要跑生意！”熊师傅粗

声大气。

我把换气的钱、的士费、搬上六楼

的辛苦费一起递给熊师傅。换气的钱

他收了，其它一概拒收。还是那副粗

门大嗓：“你这个人好啰嗦，一点小事，

我还收钱？”

熊师傅麻利地帮我换上气罐，然

后扛上空气罐下楼。临走时，丢下一

句话，依然气高声大：“你脚没好之前，

莫到处晃，有事打招呼。”

粗门大嗓的背后，是一份豪气与

仗义。这也是我对武汉人的印象。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这座

城市彰显了英雄本色。太多的英雄群

体与个体，太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每

时每刻都在涌现。当我从媒体上了解

到这些人物与故事时，我并没有感到

意外，因为我知道，武汉人就是这样

——敢打善拼，是英雄的人民。

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位小区的普通

保安，名叫黄和义，快六十岁了。疫情

防控期间，他组织买菜、送菜，给老人

送药，有求必应。大年初一，一家业主

发 现 楼 上 漏 水 ，而 楼 上 的 住 户 在 国

外。那位住户向黄和义求助，告知黄

和义钥匙放在二十公里以外的亲戚

家。许多交通工具停摆，黄和义四处

打电话求人，终于取回了钥匙，开门修

好了漏水管道，为楼下住户救了急。

大年初二，小区一位老人发高烧、咳嗽

不止。黄和义知道后，热心帮忙联系

急救车将老人送院治疗。黄和义三个

多月没有回家，吃住都在小区保安室。

后来，我见到他，对他说：“老黄，

你真不容易呀！”

黄和义笑了笑说：“也没啥，大事

来了，大家一起扛！”

从来到这座城市求学，再在这座

城市安家、立业、定居，一晃四十多年

了。四十多年相处，我越发感到，无论

是熊师傅，还是黄和义，他们就像是这

座城市的一点点微光。虽然微小，但

汇聚在一起，就让这座城市放射出耀

眼的光芒，变得更加光彩夺目。

难忘这江城之光。而我自己，也

想成为这座城市里温暖的一点微光。

江
城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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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武汉市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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