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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7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安徽省太和县的种粮

大户徐淙祥回信，向当地的乡亲们表示问候，

对全国的种粮大户提出殷切期望。

麦子收好，夏玉米和大豆刚种下，徐淙

祥沉浸在丰收的喜悦里。让他更喜悦的是，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给他回信了。总书记在信

中写道：“我记得你这个安徽太和的种粮能

手。得知你家种植的小麦喜获丰收，儿孙也

跟着你干起了农业，我感到很高兴。”

这天，清晨 5 点多钟，天光未亮，徐淙祥已

经蹲在自家的玉米地里了。他抚弄着嫩绿的

叶片，一滴露水滑落到地里，渗进了玉米苗的

根部。播下去快一个月的这些夏玉米，叶绿

根深，已经长了七八片叶了。他用手指去探

探墒情，点点头，一个人自言自语道，这两天

就要抓紧进行中耕除草了。

朝阳露头，阳光照在玉米叶上，为庄稼罩

上了一圈金边。徐淙祥站起来，向四野张望

了一下。田野被无垠的绿色覆盖，这是小麦

收割后种下的夏玉米和大豆的绿色。此刻，

它们都在奋力地生长。徐淙祥检视着自己种

的田，这一块是生产试验田，那一块是引种观

察田，北边的那一片是良种展示田，南边的是

高产攻关田。

一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种粮标兵、全国科技

兴村带头人、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今年

69 岁的徐淙祥头衔和荣誉不少，但他说他就

是一个种粮食的人。

是的，徐淙粮种了一辈子的粮食。

1971 年，徐淙祥高中毕业，回到家乡安徽

省阜阳市太和县旧县镇张槐村务农。那时

候，高中生在乡村还比较稀罕。当时徐淙祥

曾有过多种选择，但他最终决定当农民，当一

个种好粮食的农民。而这个决定缘于他的个

人经历。

那年，徐淙祥的大伯突然病了。大伯全

身浮肿，皮肤蜡黄，大颗的汗珠直往下淌。他

在病床上绝望地看着来探视他的徐淙祥，已

经说不出话来。没几天，不到 50 岁的大伯就

去世了。大伯的病因是长期营养不良。那个

时候，乡村里农业生产方式极为落后，从耕

地、播种、管理到收割，每一个环节都靠人肩

挑手提背扛。面朝黄土背朝天，忙活一年下

来，小麦亩产三四百斤，大豆亩产不足百斤。

一遇到自然灾害，口粮问题都难以解决，更不

要提什么营养了。

年轻的徐淙祥曾看过相关资料，同时期

的农业发达国家，小麦亩产超过千斤。同在

一个地球，同晒一个太阳，为什么我们的产量

就上不去？站在大伯的墓前，只有 18 岁的徐

淙祥带着这样的疑问，开始钻研农业。也是

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意识到农业发展离不开

科技种植，自己一定要做一个新种粮人。

培育优良品种、摸索栽培方法、进行试验

耕种……徐淙祥痴迷于农业科技，购买了大

量的农业科技书籍，又经常请教农学院的专

家，很快成了种粮高手。

1983 年，当地政府招收乡镇农民技术员，

徐淙祥参加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后来，他成

为乡农技站站长，开始参与一系列粮食高产

攻关项目，他把这些项目当成自己家里的事

做。比如，小麦高产试验，从麦苗出土那天

起，他就几乎天天从早到晚都蹲在田里。不

管刮风下雨，天热天寒，他都仔细观察、记录，

从没有间断过。冬季的一天，突然下起了雪，

徐淙祥还蹲在地里观察冬小麦麦苗的分蘖情

况。雪花模糊了视线，怎么也看不清楚，他索

性趴在雪地上，一个品种一个品种地观察。

双手冻得麻木青紫，连笔都拿不住了，他就把

手放在嘴上哈哈热气，搓搓手指，再接着记。

等他观察记录完，回到家里，浑身上下像个雪

人，连眉毛都变成白的了。

2003 年，农业部千亩高蛋白大豆丰产栽

培实验任务落到徐淙祥的身上。徐淙祥严格

按照实验项目要求，整地、播种、追肥，豆苗长

势喜人。没想到，那一年黄淮海地区遭遇特

大洪灾，他的千亩大豆实验田全部淹了水。

看着嫩绿的豆苗在水里奄奄一息，徐淙祥急

得不得了。

他围着实验田看了一圈，回家对家人说：

“这是国家实验项目，耽误不得，失败不得。

我们得全家上阵，人工导洪放水！”他和家里

人一起，三天三夜没合眼，在大豆田里扒沟排

水。水排出去了，豆苗保住了，一家人却都累

倒了。人累病了，大豆丰收了。那一年，许多

农户家的大豆减产，徐淙祥负责的这 1000 亩

实验田却创下平均亩产 181.6 公斤的纪录。

好粮要好种。2003 年秋，徐淙祥经过调

研 ，决 定 在 全 村 引 进“ 豫 麦 18”作 为 主 打 品

种 。 就 在 他 准 备 出 发 购 买 麦 种 时 ，父 亲 病

了。医生说老人家恐怕支撑不了几个日子

了，而他此去购种的目的地是河南偃师，来回

一趟至少得一个星期。走还是不走？徐淙祥

犹豫着。这时，病床上的父亲对他说：“你去

吧，去把麦种拉回来。”农时不等人，麦种关系

到全村人一年的希望。这样想着，他含着泪，

告别父亲去买麦种了。等他回来时，父亲已

经过世。

后来，每到麦收季节，徐淙祥的眼前总会

浮现父亲弥留时的面容。他心想，如果父亲

看到了如今的丰收景象，一定会很欣慰的。

二

几十年如一日潜心扑在农田里，徐淙祥

不断摸索适应当地的优质高产栽培新品种

和农业新技术。他种的小麦、玉米和大豆不

断刷新安徽省单产纪录，他会种粮的名声渐

渐传了出去。在安徽省阜阳市广大农村流

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优质高产多打粮，快找

劳模徐淙祥。节本增收又环保，农民应用都

夸好。”

大家伙儿这么信任自己，自己该如何为

种粮食的农民提供更好的科技服务呢？

经过琢磨，徐淙祥大胆推出了“科技承

包”的办法：田地由村民来种，徐淙祥提供技

术支持。在不增加投入成本的前提下，如果

小 麦 亩 产 达 不 到 1000 斤 ，大 豆 亩 产 达 不 到

300 斤，少收部分由徐淙祥包赔。如果超过了

这个产量，徐淙祥收取超产部分的 20%，作为

有偿技术服务费。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一

些村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同徐淙祥签订了

科技承包合同，果然获得了大丰收。

徐淙祥在长期一线农业试验示范中，摸索

出多套小麦优质高产、节本增效技术，怎么将

这些技术以更简便直观的方式教给更多的种

粮人呢？他又琢磨开了。他想到，当地老百姓

喜欢听顺口溜，当地也流传着一些祖辈传下来

的农谚。何不采取新农谚的形式来传播种粮

技术呢？徐淙祥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反复斟

酌、提炼，最后编出了 60条谚语栽培法。

这些新农谚是他种粮经验的精华，形象

生动、好懂易记。在讲述小麦苗期管理时，他

这样总结：“小麦生产变化大，苗期掌握三耳

朵。马耳苗，直梳梳，又黄又瘦是弱苗。猪耳

苗，耷拉叶，过旺生长肥又黑。驴耳苗，半耷

拉，壮苗生长葱绿色。”他将麦苗长相形象地

比作牲畜耳朵，通过麦苗形状判断其长势。

这 60 首小麦种植的新农谚成了周边粮农

们的“宝典”。太和县倪邱镇种粮大户王其

贺，2014 年 300 亩小麦示范田取得了空前好

收成，平均亩产超 650 公斤，高产田块平均亩

产达 732.1 公斤。那年收割完麦子，他找到徐

淙祥说：“老徐啊，我原来按老经验种小麦，亩

产不足 400 公斤。后来照着你的谚语栽培法，

小麦品质、产量，年年大幅度提高，小麦产出

成本还有所下降。”王其贺后来也编了首顺口

溜：“谚语栽培好，优质产量高，多收又多卖，

亩增几百块。”

2010 年，徐淙祥带领村民成立了太和县

淙祥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租赁入股、托

管、代管耕地 4230 亩，其中徐淙祥自己租赁

1230 亩，开展绿色生态优质高产种植。粮食

生产千亩连片，合作社与种业公司签订产销

合同，销售价格高出市场价 15%左右，又与面

粉公司签订长期订单销售合同，优质麦销售

价格高出市场价 3%—5%。

现在，徐淙祥创办的农业合作社年人均

纯收入超过 1.6 万元，其中许多农户在徐淙祥

的帮助下从贫困户成为农业科技示范户，生

活一步步得到改善。对没有技能的贫困户，

徐淙祥请他们来合作社工作，一方面保障了

贫困户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也教他们现代

农业实用技术，帮助他们更好就业乃至创业。

张槐村有一位名叫张涛的贫困户，因为

身体不好，难以从事长时间的体力劳动，自身

也缺少技能，生活过得很困难。了解到情况

后 ，徐 淙 祥 请 张 涛 到 合 作 社 来 学 习 养 殖 技

术。依靠这门技术，张涛被大型养殖场聘请，

年收入近 10 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致富能手。

三

徐 淙 祥 全 身 心 投 入 农 业 新 技 术 示 范 推

广，参与国家、省、市农业科研试验，累计推

广农业新技术、新成果近 200 项，出色完成了

近 百项国家级和省级农业科技攻关协作项

目。徐淙祥种植的农作物绿色高效试验示范

田，小麦平均亩产连续多年刷新全省小麦单

产纪录。

更让徐淙祥高兴的是，他青年时憧憬的

现代农业图景正在广袤的黄淮海平原上成为

现实。做农民，干农业，种粮食，也有前景，而

且是大有前景。

农业不再是低收入的代名词，种粮人再也

不用像过去那样劳累了。徐淙祥创办的农业

合作社成立了农机专业服务队，现有自走式喷

灌机、大型收割机、土地深耕机、打捆机等农机

10 台（套），还成立了植保队，实现了全过程机

械化生产。如今，收小麦，1000 亩地三台机子

两天就可以收完；种大豆，1000 亩地三台机子

两天半就可以种好，大大节省了人力。

去年 11 月，正值小麦出苗期和拔节期，

麦 田 里 出 现 了 大 范 围 的 旱 情 ，必 须 及 时 喷

灌。如果在过去，出现这种旱情是非常让人

头疼的，而现在完全不需要担心了。根据当

时测算的土地墒情，操作员在自走式喷灌机

上设定喷灌的水量，按钮一按，喷灌机缓慢走

动，自动浇灌；地埋式微喷设备也已开启，喷

洒得又细又匀。1200 多亩地，三天就能浇完

一遍。

这位年轻的操作员就是徐淙祥的孙子徐

旭东。看着孙子熟练地操作着农业机械，徐

淙祥心里乐开了花。

在 徐 淙 祥 的 带 领 下 ，他 所 在 的 张 槐 村

7000 亩土地中，已流转近 6000 亩。这几年，

村里像徐淙祥一样的种粮大户多起来，靠种

粮致富的人也多起来。徐淙祥曾算过一笔

账：“如果种植小麦全程都靠人工，每亩地成

本在 1500 元左右；而全程机械化，成本六七百

元，省了一半钱。投入少了，赚钱多了，群众

种粮积极性就高了，稳定粮食生产也就有保

障了。”

在徐淙祥的影响下，儿子徐健也成为种

田高手，负责管理 1200 多亩高产田。孙子徐

旭东 2018 年从合肥一所本科院校毕业。出乎

徐淙祥意料的是，22 岁的孙子没有过多考虑，

一毕业就回到村里对他说：“爷爷，我跟你学

种粮！学现代化种粮！”祖孙三代都种粮，徐

淙祥觉得这是一份光荣。

今年，徐淙祥种植的 1230 亩小麦，总产、

单 产 、品 质 再 创 新 高 。 看 着 眼 前 的 丰 收 景

象，他喜不自禁，提笔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

汇报了十多年来从事粮食生产、帮助群众脱

贫等情况和体会，表达了继续做好农业研发

推广工作，带动更多农民多种粮、种好粮的

决心。

朝阳升高了，田野里明亮起来。

村里的大喇叭响了。听着广播，徐淙祥

抬头看看天。天气预报里说，今天将有短时

雷 阵 雨 。 这 更 有 利 于 夏 玉 米 和 大 豆 的 生

长。真是风调雨顺啊，他心想，即将到来的

秋天，一定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天气预报

播 完 后 ，广 播 里 播 放 歌 曲《在 希 望 的 田 野

上》，这是他喜欢的歌。跟着欢快的曲调，他

也哼唱了起来：“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

生活，为她富裕为她兴旺，我们的理想在希

望的田野上……”

种粮大户种粮大户，，珍惜这份光荣珍惜这份光荣
余同友余同友

7 月 初 ，“ 双 抢 ”农 忙

即 将 开 始 ，我 再 次 来 到

湖 南 益 阳 谢 林 港 镇 谢 林

港村。

在一家农业合作社，

我见到了衣着整齐、坐在

操作间里的李进。他正在

用手机查看即将收割的稻

谷的生长情况。李进是这

一 带 流 转 了 2000 亩 田 地

的种粮大户。土壤墒情、

农 田 小 气 候 监 测 等 24 组

智能化设施，在操作间里

一应俱全。

李进向我介绍合作社

的智能化设施。田间地头

的传感器、摄像头，连着农

业物联网、大数据中心和

农机管理云平台，这三大

平台可是指挥农忙的“大

脑 中 枢 ”。 李 进 流 转 的

2000 亩 稻 田 被 他 细 化 成

12 个区块，在合作社的显

示大屏和手机应用上，随

时能查看田间土壤、农业

气象等信息。

李进说：“去年的粮食

平均亩产比往年增加 100
多公斤，创下村里历年最

高纪录。今年，产量只会

增不会减！”

我第一次见李进，是

去年 3 月初，春种还没开

始 。 我 在 清 溪 村 驻 村 采

访，得知李进在相邻的谢

林 港 村 种 粮 ，动 静 挺 大 。

照他父亲李昌立的话说：“胆大包天，敢流转 2000 亩地！”李

进当时刚成立合作社，合作社里是清一色二三十岁的年轻

人，农药用无人机打，看屏幕就能指挥田间劳作。

“什么互联网、大数据，飘在天上、浮在空中……”

“2000 亩，集中全村的地、大家的饭碗啊！农忙时只看

见机器、见不到几个人……”

李昌立觉得儿子不太像农民，村里种了一辈子田的老

人也没少议论。

那天，李进进行无人机喷防，村里的老人纷纷来看。

风力等级、气温，都适宜；药水用量、喷洒速度调到最

佳；调整喷头打开比例，打开地头地脚漏喷、重喷提醒。

一切调试妥当，按下按钮，无人机呼啸升空，精准作

业。大家眼见为实，也开了眼界，这才放心地慢慢散去。

李进原本在镇上开货厢厂，生意很好。父亲突然病

倒。他只好接下父亲的 400 亩田。

种上地，父亲的身体竟慢慢好了起来，再复查，已无

大碍。在种地的过程中，李进渐渐悟出了些门道。父亲

年迈，虽然身体好起来了，但也该让他颐养天年了。李进

暗下决心，既然已经种上了田，要干就要干出名堂！他瞄

准规模化种植，开始流转田地。

田地慢慢上了规模，李进组建起一支年轻的团队，开始

了“规模化+智能化+融合化”的农业种植。

李进身边，来了不少从农校、商校刚毕业的大学生，

他们决心要用新式方法种田。这个“新”，是能用机械的

就不用手工；能用互联网、大数据的，就要加大投入，搞智

能化。

李胜军，80 后，修车技术一流，合作社农机操作员；李

军，30 出头，管财务精打细算，买智能农机才叫舍得；李庆，

90 后，农业科技信息，他门儿清……

从过去进城务工，到返乡种田；从解决温饱，到提升品

质。李进团队中，不乏再创业的农民工、怀揣梦想的高校老

师、农业技术的行家里手……他们带着技术下乡、心怀梦想

归田，“农民”的身份内涵悄然发生变化。

“我们搞智能化农业，成本降了，产量升了。如今种粮，

产供销都能在网上完成。坐在办公室，我们照样可以种田、

卖粮！”

眼前的李进比去年更成熟，也更自信了。

这时，李进的父亲送凉茶来了，外加一个大西瓜。他笑

着对我说：“今年，他们新买了全智能无人机，喷防一天能干

500 亩；马上的‘双抢’，大型收割机 6 台、运粮车 4 辆、秸秆

打捆机 2 台、抓包机 2 台齐上阵，一天能收稻谷 200 亩。哪

里是我们用镐锄镰犁能比的哟，比不了，比不了。”

“您还讲少了。合作社有温室大棚育秧，有烘干、除

尘 一 条 龙 的 智 能 化 粮 库 。 大 棚 育 苗 、田 间 管 理 、收 割 烘

干，都实现了标准化管理。过去种地靠吃苦，现在种地看

数据；原来农民‘靠天吃饭’，如今大数据说了算！”李进得

意地讲着。

早稻收割即将“开镰”，在这新天地里，李进们正心怀梦

想，憧憬着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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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

题图：安徽省太和县张槐村麦田。

张峰欣摄

图①：徐 淙 祥（右 一）和 儿 子 徐

健（左 一）、孙 子 徐 旭 东 查 看 作 物 生

长情况。

新华社记者 周 牧摄

图②：湖南省益阳市谢林港镇乡

村风光。

钟永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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