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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见R

■青春日记R

■青春派·青春奋进新时代R

40 多年前，发轫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

村的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冬夜的一纸协定，如惊雷般响彻大地，

18 个鲜红的手印，珍藏在大包干纪念馆里。

昔日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

救济的“三靠村”，如今成了大包干红手印、

确权颁证红簿子、集体股份合作分红利的

“三红村”。凭着敢想、敢干、敢为人先的“大

包干”精神，小岗人实现了从贫穷到温饱、再

到富裕的转变。希望的田野上，长出了富民

产业，全村走上了三产融合的新路子。

如今，新一代的小岗人接过老一辈的接

力棒。他们传承了父辈们的精神，乘着乡村

振兴的东风，在这片热土上继续编织新的小

岗梦。

退伍军人杨伟：
“我想为村里做点什

么，和小岗村共同进步”

细雨后，乡间小路有些泥泞。

走进大棚，热浪袭来，草莓鲜红，叶子

翠 绿 。 安 徽 省 凤 阳 县 新 时 代 家 庭 农 场 的

负 责 人 杨 伟 蹲 下 身 ，一 手 细 心 拨 开 果 实 ，

一手轻轻摘掉老叶。“温度上来了，叶子疯

长，得抓紧掰叶。”年纪轻，个儿不高，他却

和土地打了 8 年交道。聊起草莓来，杨伟

头头是道。

2012 年，25 岁的杨伟即将退伍，面临一

个抉择：在外打拼，还是回家乡发展。

“这些年，村子变化大。以前住平房，现

在进小区；过去看病得去镇上，如今村里就

有卫生院，学校更是从幼儿园到初中全覆

盖。”杨伟掰着手指头，细数着家乡巨变。

回来能干啥，他心里没底。可凭着一股

子想要小岗村发展更好的劲儿，杨伟下定决

心：返乡创业！

农 业 是 小 岗 的 根 ，村 里 最 多 的 就 是

地。何不流转土地，当一回“新农民”？说

干就干。2013 年，杨伟流转了 12 亩地。一

开始，没经验，学人家，大棚种菜。没想到，

不仅产量不高，销路也没找着，两三万块钱

打了水漂。

正当杨伟手足无措之际，一次外出调研

给了他启发。“闷在田间自个儿琢磨可不行，

听从朋友建议，我跑到了定远县‘取经’。”杨

伟直言，多看、多跑、多学习，特色种植还得

结合小岗村的实际。

这些年，村里游客不断。杨伟流转的土

地对面就是大包干纪念馆。于是，他打定主

意：开个草莓园，做采摘。没技术，就请专家

上门指导；没人手，就找来村民帮忙干活；至

于市场，杨伟则瞄准了前来参观的游客。

“ 头 一 年 ，效 益 不 错 ，可 草 莓 总 坏 果 。

找 了 专 家 请 教 ，才 知 是 种 得 太 密 ，保 湿 不

够。”在杨伟看来，摸索着种地，自己没少走

弯路，却也积累了很多经验，也是一笔宝贵

的财富。

那几年，从品种到技术，从田间管理到

打开销路，他由一窍不通变成了行家里手。

草莓种植效益好，渐渐地，杨伟扩大了种植

规模，还增加了葡萄、西瓜等新品种。

如今，农忙时节，杨伟的家庭农场里，

随处可见村民拎着麻袋，掰叶疏果。“工钱

80 元一天，就是拔草摘叶子，挺轻松。”69
岁的村民李井凤手上不停，边走边说，“村

里现在活儿也多，忙完这个，下午我还要去

做保洁呢。一年下来，接点零活，都能挣个

小 1 万元。”

自己富，不算数，还得带着群众一起致

富。 2014 年当上了小岗村团委书记后，杨

伟一直琢磨着怎么带领村民致富。开展团

日活动时，杨伟经常叫上青年农民和青年致

富能手。“以前大家太局限，养几头猪、种几

亩地，能吃饱穿暖就行。”杨伟坦言，通过交

流讨论，村民们逐渐意识到，得找准定位，和

小岗村一起发展，“我想为村里做点什么，和

小岗村共同进步。”

10 个人，两辆车，没事儿就往村外跑。

去皖南看瓜蒌种植，到皖西学稻虾共养。现

在，在杨伟的带动下，小岗村的青年农民，有

的种上了黄桃，有的稻田里养虾，大家不仅

努力致富，还为村里的乡村旅游纷纷出力。

自主创业者吴斌：
“心里憋着一股劲儿，

得像老一辈小岗人那样敢
闯敢试”

火烧旺，油下锅，撒下蒜瓣和姜末。

耳边传来滋滋声响，空气中弥漫着阵阵

香味。腌好的鳜鱼早已煎熟，吴斌利落地放

入锅中。调味、收汁，关火、起锅。

今年 25 岁的吴斌，在村里经营一家农

家乐。三进小院干净整洁，前店后屋井然有

序。望着如今生意火爆的小店，他不禁回忆

起自己当初“拜师学艺”的经历。

吴斌的母亲王如霞，过去开了个小商

铺。自家种的葡萄、黑豆，卖给来往游客。

时间一长，供不应求，吴斌就开始琢磨：“这

么多人，总得找地方吃饭，自家房子靠近景

点，正好拿来做农家乐。”

当大厨，吴斌以前从未想过。不会做饭

的他，2018 年凭着一股闯劲儿，拎着行李，

就去了凤阳县刘府镇朋友家学艺。

离开家人，租房在外。从一开始刷碗，

到后来配菜，但凡有空，吴斌就会站在师傅

身边看。“怎么煎鱼，如何炖汤，他一边做，我

就把大致的步骤记在心里。晚上回去后，慢

慢回忆，再一条条写在本子上。”吴斌说。

白天干活，晚上整理笔记，对吴斌来说，

并不轻松。可作为新一代小岗人，他心里总

是不服输：老一辈按下“大包干”的红手印，

把小岗从“要饭村”变成了“富裕村”，“心里

憋着一股劲儿，得像老一辈小岗人那样敢闯

敢试。这种不怕吃苦的精神，自己得传承。”

好在，细致的他上手很快，学艺也

逐 渐 从 理 论 进 入 到 实 操 阶 段 。

“饭馆打烊后，员工吃的饭就

由我来做。放多少盐、倒

多少醋，这些细节我也

逐渐掌握。”吴斌笑着

说 ，笔 记 越 写 越 厚 ，

一 年 后 出 师 时 ，已

记满整整一本。

2018 年 年 底 ，

吴 斌 的 农 家 乐 开

张。一开始，生意

不错，没想到，到了

夏 天 ，却 成 了 淡

季 。 天 气 热 ，游 客

少 ，菜 买 多 了 ，容 易

坏 。 一 个 月 下 来 ，他

赔 了 1 万 多 块 钱 。“ 后

来 ，我 干 脆 不 买 菜 ，可 时

不时又来一桌客人，那阵子

真是焦头烂额。”思来想去，

吴 斌 把 主 意 打 到 了 小 岗 人 身

上，“为啥村民聚餐不来我这？归

根结底，还是饭菜不合口味。”

创 新 菜 品 ，再 次 进 修 。 2019 年 ，吴 斌

前 往 宁 波 学 厨 ，花 了 两 个 多 月 时 间 ，学 到

了 新 菜 式 。“拿 凤 阳 豆 饼 来 说 ，看 似 简 单 ，

却有好几种做法。以前的我只会红烧，现

在还学到了炖汤、油酥两种新菜谱。”吴斌

笑着说。

办农家乐已是第三个年头。结合小岗

村发展的红色旅游、乡村旅游和研学游，吴

斌家的生意越来越红火，也有了越来越多的

本村顾客。作为店里的大厨，吴斌还要自己

采买、择菜、翻炒忙个不停，一天下来经常腰

酸背痛：“累是累了点，但留在老家，每年都

能看到村子的新变化。美丽小岗的建设，我

也想参与和见证。”

说话间，他又接到了中午的订餐电话：

“两桌是吧？好嘞，包厢留好了，你只管来！”

纪念馆讲解员严淑淑：
“把小岗精神传递出

去，是新一代小岗人应尽的
责任”

“1978 年 12 月 的 一 个 寒 夜 ，小 岗 队 18
户农民签订‘秘密协议’，按下了鲜红的手

印，连夜将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按人

头分到各家各户，搞起了大包干。”大包干纪

念馆里，90 后讲解员严淑淑站在展板前，正

为前来参观的游客做讲解。

严淑淑是“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严俊昌

的孙女。今年 24 岁的她，从小就受爷爷影

响。“小时候，爷爷总教育我要珍惜粮食。”严

淑淑说，在爷爷的记忆中，过去的小岗村，住

的是茅草房，点的是煤油灯。人们饿起肚子

来，啃树皮、吃草根，日子十分艰苦。

“每当听到这些故事，我总会被触动。

没有老一辈大包干人闯字当头、艰苦创业的

精神，就不会有现在的小岗村。”于是，为了

将大包干精神传承发扬下去，2015 年，“包

三代”严淑淑当上了讲解员。

从沈浩同志先进事迹陈列馆到“当年

农家”景点，再到大包干纪念馆，一天下来，

严淑淑要接待三四批游客。“走完一趟，得

花近两个小时。有时忙起来，连喝口水的

时 间 都 没 有 。”

严淑淑说。

而 在 讲 解 过 程

中 ，为 了 让 内 容 更 加 生

动，她不仅向爷爷请教，用讲

故事的方法还原那段历史，还会经

常和游客互动。严淑淑介绍，6 年来，自己

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是：“你们小岗村现在发

展咋样了？”

这 一 问 ，让 她 犯 了 难 。 柏 油 路 、小 洋

楼，学校医院全都有。在严淑淑看来，村中

生活和城里没多大区别。可怎么给游客解

释清楚？

去 村 部 ，查 资 料 。 用 数 据 说 话 ，更 加

直观明了。“2020 年，小岗村村民人均可支

配 收 入 是 2.76 万 元 ，村 集 体 收 入 达 到 了

1160 万元；而在 2003 年，村民年人均收入

只有 2300 元。”一番对比解释，游客发出阵

阵惊叹。

至于被追问“小岗村是如何发展的”，

严 淑 淑 也 应 答 如 流 ：“ 小 岗 主 要 是 三 产 融

合，三步并作一步走。现在，我们不仅建了

高标准农田，种出的水稻还能直接供给小

岗蒸谷米公司。游客越来越多，农家乐也

办了起来。”

乡村要振兴，年轻人是主力。严淑淑所

在的小岗村旅游投资管理公司中，像她这样

的年轻人不在少数。员工平均年龄 35 岁，

大多都是小岗村人。 2019 年，围绕田园观

光、农事体验和乡村民俗，小岗村旅投公司

办起了研学游。

在承担讲解任务的同时，严淑淑还当上

了临时“班主任”，带着孩子们体验农耕生

活。“都是周边学校的学生，既有小学生，也

有初中生。根据课程安排，我们还分成了一

日游和两日游。”严淑淑说，春耕时节，她会

带着孩子们种蚕豆、跳花鼓舞，“亲手种下种

子，能让他们意识到食物的来之不易，以后

也会更加珍惜。”

从事讲解工作 6 年来，每逢提到“严俊

昌”这个名字，严淑淑都有一种自豪感。当

游客们得知她是“18 个红手印”之一的后代

时，都会争着和她合影。“用这样一种形式，

把小岗精神传递出去，是新一代小岗人应尽

的责任。”严淑淑说。

传承敢想、敢干、敢为人先的“大包干”精神，用青春浇灌乡村振兴热土——

小岗村里的年轻人
本报记者 游 仪

一 代 人 有 一 代 人 的 历 史

使 命 与 责 任 担 当 。 当 代 青 年

是同新时代共同前进的一代，

既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也承

载 着 伟 大 的 时 代 使 命 。 在 这

样一个好时代，青年更应该砥

砺 奋 进 ，不 负 时 代 机 遇 ，不 负

青春时光。

这是一个创造梦想、成就

梦想的时代。“嫦娥”探月、“北

斗”组网、“神舟”飞天、“天眼”

巡空、“蛟龙”入海……这些大

国重器的背后无不闪耀着青年

的力量与智慧。新时代的舞台

上 处 处 刻 印 着 青 年 奋 斗 的 脚

步 ，洋 溢 着 青 春 火 热 的 激 情 。

无论你在祖国的哪个角落、从

事什么样的工作，把理想和抱

负熔铸在脚踏实地的前进征程

中，当青年理想与历史使命同

频共振，奏响的就是这个时代

的最强音。

无奋斗，不青春。袁隆平

23 岁 时 立 志 解 决 水 稻 如 何 高

产问题，北大退伍军人宋玺 22
岁时参与亚丁湾护航，国家短

道速滑队运动员武大靖 24 岁

时 打 破 世 界 纪 录 …… 奋 斗 者

们 光 鲜 亮 丽 的 成 功 背 后 都 有

着 默 默 付 出 的 无 悔 青 春 。 在

抗疫一线，他们与病毒生死较

量 ；在 偏 远 乡 村 ，他 们 与 村 民

共 奔 富 裕 ；在 工 厂 车 间 ，他 们

与 时 间 和 质 量 赛 跑 …… 越 来

越 多 的 青 年 在 岗 位 上 书 写 奋

斗故事，也收获了奋斗馈赠给

他们的幸福。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

这 个 时 代 正 因 创 新 而 进 步 发

展、活力四射。青年人朝气蓬

勃，是全社会最富有活力、最具

有创造性的群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是国际量子

科学领域走在最前沿的年轻人之一，作为我国“九章”量子计

算原型机研制团队的成员，陆朝阳长期辛勤耕耘，获得了国际

上一系列重量级奖项。他确信，不做短平快的事情，要做需要

非常努力跳起来才够得着的科研，并坚持做到极致，“只有一

步一步走，才能保证量子计算领域的健康发展。”在创新的时

代，青年正当其时、潜能无限，理应走在创新创造前列，为国家

发展贡献力量。

“十四五”规划纲要为我国发展绘制了宏伟蓝图，也吹响

了青年逐梦新征程的时代号角。如何找到成就自己梦想的人

生舞台，是当代青年面临的重大机遇和全新挑战。当代青年

成长成才的过程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紧

密契合，国家发展进步的过程就是青年成长成才的过程，也是

青年奋斗奉献的过程。抓住时代机遇，用中国梦激扬青春梦、

将青春梦融入中国梦，当代青年定能在风浪中搏击前进，以青

春之我成就青春之中国。

青春正当时，不负好时代。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

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欣逢盛世，我辈青年

须勇担使命、砥砺前行，在新时代的广阔舞台上，成就精彩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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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春是

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在美好青春中，选择踏实

奋斗，在日后回忆时才不会有后悔与遗憾。今年 35 岁的我是一名

民警，在基层派出所工作了 12 年。从初出茅庐到成为“治安尖

兵”，我是通过许多案件历练出来的。

我曾主办过各类刑事案件 3000 多起，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去年

疫情期间的“19 万元假口罩案”。当时口罩等防疫用品备受关注，

一些犯罪分子寻找到这个新“商机”，想要赚取昧心钱。绝不能让

这些发国难财的人得逞——这是一名人民警察的使命。于是，我

千里驾车、住废弃浴室、街头蹲守、啃泡面……经过多方努力，案件

最终成功告破。

我在基层见过很多顽劣分子，也见过不少横行霸道的人，但在

正义和“理”字面前，这些都能被一一击破。有人问我：怎样才能做

到让犯罪嫌疑人心服口服？在我看来，沉稳、理性是制胜的法宝。

一次执法过程中，我遇到一个不愿接受处罚、百般抵赖的嫌疑人，

我摆事实、讲证据、说法条，嫌疑人也承认自己的殴打行为，但我发

现问题症结并非殴打而是欠款。为了不留隐患死角，就要把案件

理清楚。“晓之以理”之后，我又“动之以情”：“打人要承担法律责

任，家人也跟着丢人……”终于，嫌疑人慢慢被我说动心，承认欠款

事实。双方达成协议，此事圆满解决。

有人问我，工作中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我认为是我处理过

案件的嫌疑人真心悔过。一次办理盗窃案，我发现嫌疑人虽然年

纪小，但却因盗窃多次被公安机关处理过，被抓后还满嘴谎言，想

要逃脱，我用一个个证据链击破她的伎俩后，她沉默了。当时我也

在想，一个未成年人为何会到这般地步？原来，她从小没有父母关

怀照顾，更没人认真关心她想什么。于是，在她住院治疗期间，我

每天利用休息时间到医院探望，在生活细节上给予她关心帮助，与

她说法讲理。最终，她真诚地认错悔过了。

12 年基层工作，我曾获得许多荣誉，每一份荣誉里都留有我

奋斗的青春印记。

（作者为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唯亭派出所执法办案队副队长，

本报记者姚雪青采访整理）

在奋斗中磨砺青春
张 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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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杨伟在草莓大棚里掰叶。

本报记者 游 仪摄

图②：工作中的吴斌。 金赵辉摄

图③：严淑淑在沈浩同志先进事迹陈列

馆讲解。 金赵辉摄

图④：小岗村现代化水稻生产基地。

刘玉才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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