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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拂过，一夜之间，翠色没

过了钱塘。麦田一望无际，麦株

苍翠欲滴。头戴斗笠的施秋琴

站在田埂边，手上拿着无人机的

操作盘。跟前的无人机稳稳地

起飞，到三四米高度时，悬空停

了一下。施秋琴手指一按，无

人 机 便 往 左 移 了 一 点 ，再 一

按 ，无 人 机 旋 转 挥 出 了 肥

料。肥料像雨点一样四处散

落，匀称地撒在麦田里。不

过几分钟工夫，一亩麦地的

施肥就完成了。

“我教儿子开拖拉机，

儿子教我开小飞机。”61 岁的施秋琴笑吟吟

地说。

一

2009 年，施秋琴随政府组织的参观团到

国外学习。在一个农场里，他们观看全自动

化插秧：一台插秧机开过去，8 株秧苗便整整

齐齐地插到田里，往返几次，一大片水田就插

完了。施秋琴看得眼睛都舍不得眨，一台插

秧机、一个人，竟可抵二十几人一天的劳作。

以前，做农活太苦，年轻人不愿意干。农

忙时，施秋琴承包的梨园常常找不到干活的

人，她每每为人工费大增而焦心。经过几天

学习，施秋琴就琢磨：如果农民不愿意种粮，

国家的粮食从哪里来？如果机械化种粮，是

否可以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施秋琴打算种粮。

回国后的当天夜里，施秋琴跟家人说，她

准备将已承包的部分土地做出调整——种

粮；对将要承包的土地做出全新定位——还

是种粮。

听了施秋琴的计划，她的丈夫皱着眉不

说话。她的儿子不明所以，只是好奇问机械

从哪里来。母亲看着她斑白的两鬓，轻声说

道：“琴啊，几个姊妹就你最辛苦，头发白得这

般早，妈心疼啊。”

施秋琴早年不容易。

她 开 过 店 ，养 过 水 产 ，跑 过 出 租 车 ，做

过农家乐，什么苦都吃过。 2001 年，施秋琴

在 钱 塘 江 边 临 江 第 一 农 垦 场 承 包 了 400 亩

梨园。

在种梨的 8 年间，施秋琴一家吃住在梨

园，生活极其不便。其中酸苦，只有家人最

清楚。

钱塘江围垦出来的土地，是流沙泥盐碱

地，没有多少肥力，乏力得很，种什么作物都

欠火候，梨树只肯结鸡蛋大小的果子。梨子

的价格最高只有两毛钱一斤，亏得一塌糊涂。

为了改善梨种，施秋琴给所有梨树高位

嫁接了四五个品种。快要成熟时，梨压枝头

低，但一场台风把所有枝条全打落了。眼泪

尚未抹干，施秋琴就去收拾满地狼藉，把枝条

嫁接重新做了一遍，还做起了循环农业。树

下放鸡，河里养鱼，鸡粪肥地，淤泥养梨。3 年

后，等来了丰收。梨子销路极好，10 多元一斤

还被抢购一空。

3 月，梨树枝条向上舒展，错织成网，梨花

如云落枝梢，风一吹，落英漫天飞舞。城里人

慕名而来，赏花游园吃农家菜。

好不容易过上了好日子，现在却要去做

亏本买卖，家里人实在想不通。谈到深夜，没

一个结果。家里人知道拦是拦不住了，施秋

琴想做的，她一定会去做。

夜深了，万籁俱寂。施秋琴倒水，洗脸，

热气腾腾的毛巾抚慰了她一天的疲惫。她抬

头盯着镜子，凝神思索。过了半晌，她忽地直

起了身，喃喃自语：

“我，一定会种出好粮！”

二

施秋琴开始大面积种植水稻。

买 机 械 太 贵 ，施 秋 琴 就 租 来 拖 拉 机 作

业。她与工人们一起平整土地，高地弄低，低

洼填高，土层厚度不够的，再改造达到标准。

在小河边架上抽水机，白天进水，晚上排水，

水一泡，有些害虫就被消灭了。用有机肥，用

鸡粪、鱼塘里的淤泥和秸秆肥田。

第一年，照行内人说法，那块地还是“生

田”，长不出多少粮食。施秋琴心里有数，她

的估产很低，并不期待田里能有多少收成，但

收割后称稻谷时，她还是很紧张。

“650 斤。”“750 斤。”“810 斤。”“850 斤。”

称重的人在报数。数字越来越高，施秋琴的

心跳也越来越快。计算器噼啪作响，那人对

她说：“大姐啊，你的地，平均亩产 800 斤。”

施秋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有 800 斤打底，施秋琴信心十足，她把第

二年的目标定在 1000 斤。施秋琴买来一台国

产拖拉机。她开过出租车，车技好，稍微熟悉

一下拖拉机的操作，即可熟练地开着那个大

家伙去犁地。生活有了盼头，施秋琴觉得自

己每天浑身是劲，一天松七八十亩地都不觉

得累。

金黄的稻田，低垂的稻穗，饱满的稻谷，

早稻丰收在即。施秋琴一家高兴极了。他们

盘算着，等稻谷收获后，再购置一些器械，再

多承包一些地，再多种一些粮食。

但说到底，农民还要靠天吃饭。

7 月，一场超强台风的到来，吹走了施秋

琴的增产梦。稻田里，稻秆东倒西歪，匍匐在

地。施秋琴忐忑不安地扒开稻秆，只见稻谷

撒了一地又一地。

谷子掉到松软泥地里是捡不起来的呀。

这个愁啊！

倒在地上的稻秆差不多作废了，收割机

无处使力，稻谷产量直接下降三五成。烂在

田里的稻谷让人心疼，家人说什么都不让施

秋琴继续种粮，劝她把粮田转给别人，回去种

梨，过安稳的小日子。但施秋琴铁了心要去

“折腾”。她说，自然灾害不可能年年有，哪里

倒下就在哪里爬起来。

处理完早稻，施秋琴就忙起了晚稻，她咬

咬牙贷款买了进口的拖拉机。所幸，接下来

的日子风调雨顺。11 月，晚稻收成很好，每亩

产量如愿超过了 1000 斤。

第 三 年 ，施 秋 琴 提 前 做 好 种 早 稻 的 准

备。但怪得很，稻田里虫子特别多，有些虫特

别耐药，农药喷几次都不济事。尤其可怕的

是，田里长出来的谷粒是空的。这个症状似

乎会传染，干瘪谷粒越来越多。

施 秋 琴 慌 了 ，赶 紧 请 稻 谷 专 家 上 门 指

导 。 专 家 告 诉 他 们 ，虫 灾 是 连 续 种 稻 引 起

的。早一年是暖冬，有些害虫没冻死，来年复

苏便出来祸害早稻了，如果换种其他作物则

无大碍。可惜明白得太晚，半年的付出打了

水漂。

“种田，不勤快不行，不懂科学更不行。”

这是施秋琴从惨痛经历中得出的教训。自

此，她努力攻读各种农书，学习作物种植，掌

握了土地轮作技术，用休耕保持土地肥力。

轮作休耕后，种稻的第四年，每亩产量增

至 1400 斤。

种粮，施秋琴悟出不少道理。

“要买最好的种子，好种子才会长出好谷

子。”施秋琴抚着手里的良种说。好种子就是

粮食的芯片，种子不好，土地整得再肥沃，花

再多气力，都白搭。

买好种后，发芽便是头等大事。施秋琴

每个步骤都不敢马虎，更不敢省略：种子浸

泡 47 小时；在发芽机里放 15 小时；统一播撒

在育秧盘上，一盘一盘码好，叠到苗场上；等

上一周，再把苗移到田里；一个月后，插秧正

式开始。

施秋琴承包的土地越来

越多，直至今天的 6000 多亩；

种粮食的面积也越来越大，直

至今天总承包地的九成。

“日日是好日子哩。”看着年

年攀升的粮食产量，施秋琴的心

像自家种的梨一样，那个甜呀！

三

施秋琴不仅自己种粮，还带动

周围人一起机械化科学种粮。

老陈就是被施秋琴带进门的。

老陈住在隔壁村，他种了不少

苗木、花卉和蔬菜。前几年，老陈看

施秋琴种粮磕磕绊绊的，还劝她回去

种梨，“我种大葱，一亩地至少有四五

千元。可你种粮呢？没赚多少，还苦

得慌。”

这几年，看施秋琴机械化种粮种得

风生水起，老陈很是心动，但苦于没有

机械，不敢种粮。

施 秋 琴 看 出 了 老 陈 的 心 事 ，跟 他

说：“你放心，跟着我种，保证你一粒稻

谷子进去，一捧稻谷子出来。”

老陈把买来的稻种交给施秋琴，施秋琴

育 好 秧 苗 ，把 插 秧 机 开 到 老 陈 的 田 里 插 了

秧。几个月后，机器又开进老陈的地里，割了

稻。运稻谷，烘稻谷，卖稻谷。老陈轻轻松

松，存折上的数字却在升高。

除了老陈，同村的老吴也是施秋琴带着

种粮的。

老吴尝到了机械化种粮的甜头，见人就

夸施秋琴有眼光有魄力，了不得。

施秋琴的种粮“朋友圈”不断扩大，带动

几十户人家种粮。光今年，她就带动农民种

粮 1 万亩，几年累计几万亩。

原来文化水平不高、曾经对种粮不在行

的施秋琴，经过十几年努力，掌握了多种作物

种植技艺、多种农机操作技能，成了远近闻名

的农技、农机专家，并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

全国农村妇女“双学双比”女能手、全国农村

科技致富女能手、全国农机使用一线“土专

家”等荣誉。

稻田边、小麦旁、大豆侧，来观摩学习的

农民、专家、学生络绎不绝。“土专家”施秋琴

站在田间，侃侃而谈。谈起种粮心得，她绝不

藏私，慷慨以授。

附近学校的老师会定期带学生来学农，

进行劳动教育。跟大人们相比，小朋友特别

爱问施秋琴“十万个为什么”，眼里满是好奇。

“什么是数字化种田呀？”“为什么谷子不

用晒，在烘干机里待一会儿就好了呢？”“12 台

烘干机烘干了 180 吨粮食？我不信哦。”“这台

播种机真的是自动开的？真酷炫，等我长大，

我也要操作！”

或许，施秋琴把兴农的种子种进他们心

间了。

去年秋天，作为浙江省杭州市重要粮仓

的 钱 塘 区 ，在 广 袤 的 稻 田 边 举 办 首 届 稻 香

节。稻香里说共富，施秋琴等 12 位种粮大户

因为科技强农、机械强农被表彰，他们种的田

成为“千亩粮仓”示范区。

晚稻收割后，施秋琴种上了小麦。如今，

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麦花扑簌落下，结出尖

尖的麦穗。春日暖阳里，开无人机的施秋琴，

真飒！

上图均为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田间劳作

景象。

陈浩杰 张 菁摄影报道

钱塘区委宣传部供图

制图：赵偲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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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上有鲜果，个儿小红胜火，身上有波

纹，小名叫托莫。托莫，一想到它的滋味，我

就垂涎欲滴；一叫它的名，我的脑海里就映出

一片诱人的红色。

托 莫 果 ，大 名 树 莓 ，祖 父 叫 它 玛 林 果 。

在 大 兴 安 岭 ，托 莫 果 与 都 柿 、雅 格 达 、山 丁

子、稠李子、高粱果、羊奶子、水葡萄并称“岭

上八仙果”。我原以为，大兴安岭地名豁亮，

山连着山，岭挨着岭，漫山遍野肯定长着许

多大个儿的野果。可随父母到这里生活后，

却不见哪家采来大果子。倒是豆粒般大的

紫都柿、黑黝黝的稠李子还有更小的红粒山

丁子、雅格达，每到夏秋时节，就一筐筐一篮

篮地摆满山里人的院子。托莫果也是这样

的小果子。

托莫属落叶小灌木，不比稠李子树和山

丁子树高大，枝纤条细，绕匝勾连。那上面的

托莫果，没葡萄粒大，产量还很低，采摘后难

保存，显得很娇贵。可越娇贵，越诱人。每年

盛夏，漫山遍野都是采托莫果的人。采果似

乎触手可得，可真要摘，却需费些心思。不到

一米高的小灌木枝上，长满了毛刺。家在塔

南的那几年，每到暑假，父母都会领我到不远

处的南山采托莫果。即便天再热，出发前，母

亲总会给我穿上长衣长裤，好让我免受毛刺

的伤害。邻家大姐提醒过，托莫果最好采下

就吃，那样味儿最鲜。要是想带回家吃，最好

带把剪刀，在果托下一寸左右的地方剪。果

要轻拿轻放，尽量别磕着碰着，也别挤压太

重。装果的篮子，最好找块深色的布罩好，免

得果蔫了。

托莫果并非稀罕物。坡上坡下、山坳里、

丰 草 间 、幽 林 中 ，只 要 你 细 心 ，就 会 发 现 它

们的踪影。你看，一片低矮的灌木丛，风一

吹，枝条摇曳。上面那一颗又一颗、一串又

一 串 的 果 实 ，红 彤 彤 的 ，在 碧 绿 的 丛 中 闪

耀。我兴奋不已，不顾毛刺扎，几步跑进丛

中 ，摘 了 娇 嫩 的 红 果 就 往 嘴 里 放 。 真 美

呀！托莫果酸酸甜甜，味道清爽，比樱桃味

美，比草莓更鲜。我满嘴流汁，吃得不亦乐

乎。陶醉过后，手上泛起阵阵疼痛，数根小

毛 刺 早 已 扎 在 上 面 。 我 赶 紧 跑 出 托 莫 丛 ，

拔 掉 小 毛 刺 ，采 摘 之 兴 致 荡 然 无 存 。 我 闷

闷不乐坐在一棵倒木上。父亲似乎看出了

我的心思，坐到我的身边，说道：“怪托莫果

不 好 摘 ？”“ 嗯 ，扎 人 不 说 ，还 太 小 了 ，不 实

在。”我噘着嘴。父亲爽朗地笑起来：“别小

看 这 托 莫 果 ，它 可 以 生 津 止 渴 ，更 重 要 的

是 ，它 爱 脚 下 的 土 地 ，迎 风 斗 雪 奋 力 生 长 ，

有着顽强的品格。”

嫩嫩的托莫果端上了餐桌，房间里充满

了欢乐。年迈的祖父尝着托莫果，不时赞叹：

“这个好，这个好。没有毛杏大，也没李子酸，

吃着不费劲。”托莫其果甜润，其根却苦涩，有

清心润肺的功效。母亲在世时，时常搜集托

莫根，泡茶给全家人饮用。时至今日，还记得

她老人家的教诲：“日子好过了，也别忘本。

没有早年的苦，哪有今天的甜！”历经光照、风

吹、雨打，淬炼后的托莫，苦尽甘来，浑身是

宝，终成佳品。

大兴安岭神奇的美，不止长在外面，还藏

在内里。轻风吹拂，毓秀不绝。新一代勤劳

的大兴安岭人，把坚强的根深深植在大岭里，

把最美的果献给美好的新生活。

岭上有鲜果
朱明东

春阳高照，一路来到

四川苍溪岫云村。山里的

春 天 寂 静 ，却 亮 堂 得 很 。

举目四望，一树树的花朵

约好一般，齐齐绽放。浅

粉、淡红，点缀山上，连接

山下。

李君笑吟吟看着我走

上小山坡。他说：“昨天这

桃花还是花苞儿，今天一

早就开了呢。”

放眼一望，春天的田

野到处生机勃勃。山上建

起了建材加工厂，掩映在绿

树丛中，附近 40 多名村民

在厂里务工忙碌；猕猴桃大

棚里，毛茸茸的猕猴桃苗长

势喜人，10 多名村民正在

施肥；绿茵茵的麦田，在阳

光里泛着阵阵绿波。

李 君 25 岁 开 始 任 岫

云村党支部书记，如今已

经 12 年 了 。 他 是 全 国 人

大代表，还是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我心里一直

纳闷：他担任支部书记，怎么干得这么有声有色？

交谈中，他说起了决定回村里任职的那个夜晚。冬天

的冷风一个劲儿地往屋里灌，他和母亲围坐在火堆旁。母

亲拉着他的手说：“娃儿呀，爹妈砸锅卖铁供你读书，就是想

让你到城里去，不用再像我们一样，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

子。可你，咋就回来了？”当年，他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

之一，毕业后他成了大城市里的白领。父母很是为自己的

儿子骄傲了一阵子。

母亲流着泪说：“娃儿呀，你咋要选择这条路啊。”李君

的脑海里，却一遍遍闪现着父辈们背井离乡出去打工的情

景……他握着母亲的手说：“村里的事总要有年轻人来做，

才会有希望啊！”

他当上村支书后，村里有一阵议论。有人说：“太年轻，

怕是办事不牢。”但也有人说：“只要把村里的路修通，就信

他！”李君知道，要干事才会赢得群众信任。

要修路，钱从哪里来？李君说：“没有钱，我来找！”2010
年刚上任的那半年时间里，李君四处奔波筹钱。他跑了全

省 10 多个富裕村。8000 多公里行程，为了省钱，他从没坐

过卧铺。遇节假日，硬座都没有，他就在过道里站着，一站

就是几十个小时。实在太累了，他就从兜里拿出村里的介

绍信看看。看着那红彤彤的印章，就好像看见了乡亲们沉

甸甸的嘱托，身上不由添了几分力气。功夫不负有心人，李

君筹集到 85 万元资金，再加上国家的配套资金支持，村里

修成了 6 公里的水泥路。

通车典礼上，鞭炮声中，李君流下了眼泪。他的父母也

哭了，村里许多人都哭了。他说：“那时候，还真体会到了办

成一件事的艰辛和喜悦。”

开弓没有回头箭。村里的路通了，怎样才能把村里的

青山绿水好空气，变成群众口袋里实实在在的收入？他跑

到成都学习，发现城里消费者对农村的生态食材需求旺盛，

可是没有可靠渠道购买。正好村里有好食材，正愁没顾客，

何不把城里人请到村里来看看？

他先是拎着食材上门推销，和社区沟通，一家一户按门

铃。他又去街上散发宣传资料，站在人流最多的闹市街头，

一张张地发。一天发出去几百张，能有 10 个电话打过来咨

询，李君就高兴得不得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4 年 3 月，村里成功开展了第一

次“远山结亲·以购代捐”活动。现场来了 10 多家企业、50
多个爱心家庭，总计认购了 50 多万元的农产品。村民个个

笑开了花，大家还是头一次见这么热闹的场面。

2015 年 的 11 月 ，李 君 为 村 里 忙 碌 奔 波 时 ，遭 遇 了 车

祸。肺受损，肋骨断了 6 根，他只在医院住了 13 天，便要回

家。妻子心疼地说：“不要命了？”他嘿嘿一笑，还是回到村

里忙起了工作。

2016 年，岫云村的扶贫体验餐厅在成都正式开业。新

鲜的蔬菜可以现吃，也可以买走。食材来自岫云村，餐厅的

工作人员也来自岫云村。一年下来，岫云村的农产品有了

稳定的市场。

现在，李君又在为乡村振兴忙碌着，建现代农业园区。

200 亩有机猕猴桃已经挂果，300 亩有机鱼塘有了收益。他

还打算将体验餐厅开到广元等城市……

绿油油的麦苗、金灿灿的油菜花，生机盎然。这时，一

位村民打来电话，家里新修房子，请李君帮忙看看。他挂了

电话，便骑上摩托车赶去了。

看着他的蓝布衣衫随风飘动，我的心底生出由衷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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