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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走进天津市津南区小站镇会馆村

“小站稻”种植区，600 多亩水稻，沉甸甸

的 稻 粒 压 弯 穗 头 ，清 风 吹 拂 ，香 气 袭

人。2200 多米的木制栈道蜿蜒伸向稻

田深处，村民们带领着来自各地的游客

漫步栈道，如在金色的波涛里行走。

“小站稻”是清代淮军统领周盛传

率部在津南小站地区屯垦开发生产的

优质粳米。会馆村位于马厂减河南岸，

是当年周盛传阅兵和开会的场所，会馆

村因此得名。

2022 年 9 月 23 日，正值秋分，天津

市中国农民丰收节的主会场设在会馆

村。开幕时，会馆村“小站稻”种植区里

一派丰收和欢庆的景象！

登上 9 米高的瞭望塔北望，绿色的、

红色的、浅绿色的、黄色的和紫色的“彩

稻”，组成一幅绚丽的画卷。

近一个半世纪的春种秋收，“小站

稻耕文化”已经深深植根在当地稻农的

心 中 。 当 地 民 俗 俚 语 常 常 打 上“小 站

稻”的印记：“小站稻”金不换，一家焖饭

满街香……

会 馆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57 岁 的 郑 加

林，14 岁时就跟着母亲学会了插秧，唱

着“小站稻”挠秧号子在稻田里干活。

那 时 候 ，马 厂 减 河 引 来 的 是 南 运 河 的

水，水含腐殖质，种稻味道香。可是从

上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马厂减河的水变

少了，污染严重了，不能种水稻了，“小

站稻”从此销声匿迹。

2016 年底，郑加林在村两委班子会

上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把闲置的土地

利用起来，恢复种植“小站稻”。有人听

了直摇头，列举诸多困难：“水稻水稻，

没有水怎么种稻？还是种高粱玉米省

心省事。”“种水稻好是好，可农田基本

建设得从头再来，挖水渠建闸涵，平整

土地，咱手里哪有这么多钱？”“几十年

不种水稻了，手艺都失传了，谁还会插

秧呀？”

郑加林说，复种“小站稻”，困难是

不少，可大家想过没有，农民不种地，天

大的理由也说不过去。要种就种“小站

稻”，一亩水稻的收入比得上 5 亩高粱。

再说老祖宗留下的手艺不能在我们手

里丢了呀。马厂减河的水不能用，就用

村里闲置的两口机井的水。挖渠平整

土地是不容易，但村里有的是壮劳力。

至于资金困难，向镇里请示帮个忙。一

开始投入是多一点，但以后年年都会有

收益。

郑加林一席话说得大家点头称是，

但他没有急于拍板。郑加林知道，复种

“小站稻”，没有村民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是干不成的。第二天，他主持召开村民

大会，把决定权交给群众。意想不到的

是，听说复种“小站稻”，许多村民举双

手赞成！一些老稻农对“小站稻”更有

感情，他们跟郑加林说：“农田种植现在

都机械化了，不需要多少劳动力，我们

把日常田间管理管起来就行！”这让郑

加林十分感动。

郑 加 林 又 向 镇 领 导 汇 报 ，并 立 下

“军令状”：“第一年试种 300 亩，种不出

‘小站稻’，我宁愿辞职！”镇领导支持

他，还在资金上给了帮助。

2017 年春节刚过，地皮还残留着冰

碴，郑加林带领的农田基本建设队伍就

行动起来了。他们先是把村里的两个

坑塘清淤、加深，面积一共有 50 多亩，为

的是把机井水抽出来软化，还可以收集

雨水。

紧接着，开挖灌水渠和排水渠，又

是一个多月苦战，开的水渠长达 8000 多

米，可以围着村子绕好几圈。

然后是平整土地。耕地好办，稍加

整理即可，可有 90 亩闲散地是村民的老

房台，高低不平，还特别硬。“小站稻”秧

田标准相当高，几百亩地高低误差不能

超过 10 厘米，否则插秧机无法工作。这

个 活 儿 凭 力 气 干 不 来 ，肉 眼 也 看 不 出

来。郑加林就找来一台挖掘机和一台

激光平地机参战。他还不放心，每天举

着个水平尺，跟在机器后面检查验收。

春寒料峭，他却跑得浑身是汗。

2017 年秋天，第一年试种的 300 亩

“小站稻”喜获丰收，亩产 1000 多斤。村

民们吃上久违了的“小站稻”。70 多岁

的老稻农郝文成说，他家分了 4 亩责任

田，以前不是种棒子就是耩高粱，靠天

赏 粮 ，苗 都 出 不 齐 。 如 今 吃 上“ 小 站

稻”，日子都香喷喷的。

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的深入人心，一些散乱污作坊企业被

关停，马厂减河的水质也越来越好了。

2022 年会馆村“小站稻”种植面积达 600
多 亩 ，亩 产 1100 斤 ，村 民 人 均 年 收 入

2.8 万元。

谈到“小站稻”的发展，郑加林信心

十足：“新的一年我们计划建民宿，修观

光小火车，把‘小站稻’种植区建设成一

个农业观光园，把稻耕文化和乡村旅游

融为一体。现在每天来会馆村的游客

很多，以后来观光的人还会更多。我们

要让人们在吃上‘小站稻’的同时，体味

浓浓的稻耕文化。”

百年沧桑、风姿绰约的“小站稻”，

如今不仅成为会馆村手里紧紧端着的

“饭碗”，而且实现了“小站稻”单一种植

到农旅结合的华丽转身。

二

天刚亮，苏利军每天必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到村委会的会议室，打开“数字

化农业智能检测监测系统”的大屏幕。

屏幕中，全村 1900 亩“小站稻”的身姿和

生长环境尽收眼底。

正营村每一块稻田里都埋着数字

感应器的探头，田埂上立着多功能气象

站的采集器和监控镜头。风力、风向、

风 速 、土 壤 水 分 以 及 水 的 盐 碱 度 等 数

据，准确无误地“写”进大屏幕。苏利军

把数据一一记入笔记本，仍不放心，还

要骑上电动自行车，到每一块田里实地

查看。全村的“小站稻”分布在村边 6 个

地块，最远的那块地有 400 亩，距离村子

将近 6 里地。苏利军从头到尾查看一

遍，需要两个多钟头的时间。

苏利军是天津市津南区北闸口镇

正营村党总支书记、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理事长。他已养成习惯，每天要是不下

地看一看“小站稻”的模样，摸一摸“小

站稻”的腰身，心里就不踏实。

这套数字化农业智能检测监测系

统，是正营村“小站稻”实现集约化、机

械 化 、数 字 化 、精 品 化 种 植 的 一 步 新

棋。设备是 2022 年插秧时安装的，投资

20 多万元，只要连上网络信号，拿着手

机在哪里都能看见村里的“小站稻”。

2019 年，正营村成立股份经济合作

社 ，目 的 是 把 村 民 手 里 的 土 地 集 中 起

来 ，聚 小 田 成 大 田 ，恢 复 种 植“ 小 站

稻”。他们吸收村民入股，按土地、人口

和户籍性质核定股份。1432 户村民，持

股 13997 份，土地使用权不变，由合作社

统一经营管理。

2020 年，头一年恢复种植的“小站

稻”就大获丰收，亩产达到 1000 多斤，村

民们每股分得稻谷 90 斤，每人按 4 股计

算一共 360 斤，碾米 250 斤，折合人民币

1120 元 ，是 流 转 收 入 180 元 的 6 倍 多 。

村民们高兴地说：“‘小站稻’是咱的幸

福稻啊！”

2021 年北闸口镇举办“稻香节”，正

营村“小站稻”种得多种得好，“稻香节”

主会场就设在正营村。人们在田边搭

起一个临时舞台，村民们穿着节日的盛

装载歌载舞。这样还未尽兴，人们手拉

手肩并肩，走到金灿灿的稻田边，唱着

跳着，陶醉在丰收的喜悦里。

正营村党群服务中心的院子很大，

运来的一车车稻谷堆成了山，装载车还

在不断地加高谷堆。人们把稻谷装满

一个个麻袋，过了秤，封了口，有几辆农

用三轮车，专门把一袋袋稻谷挨家挨户

送到村民家里，这是他们按股份得到的

丰收果实。

看着村民们喜悦的神情，苏利军心

里酝酿着一个新的计划。

2021 年初，苏利军主持召开股份经

济 合 作 社 理 事 会 ，提 出 开 发 种 植 精 品

“小站稻”的想法。他说，咱村的土地面

积有限，这是没法改变的。但我们可以

“藏粮于技”，提高经济效益。过去人们

盼 着“ 吃 饱 ”，现 在 呢 ，人 们 希 望“ 吃

好”。生产精品“小站稻”是我们村实现

乡村振兴的新目标。

大家点头称是，也有的投来疑惑的

眼神。这精品“小站稻”，到底怎么个

“精”法呢？苏利军告诉大家，这可有严

格的标准。选优地、用优肥、育优种、浇

优水，连包装都是无公害材料。也就是

说，精品“小站稻”从孕育到出生，从吃

喝穿戴到“长大出嫁”，四个字：环保、绿

色；一句话：让“小站稻”脱胎换骨，焕发

新生机！

他们下的功夫可真叫大！先是选

地块，土地水平如镜，地块得风近水，

土 壤 毫 无 残 毒 ，最 后 在 村 委 会 东 侧 选

定了 200 亩。精耕细作，绝不施化肥，

底肥用鸡粪、猪粪和豆饼等有机肥；追

肥呢，从内蒙古买来生物液体菌肥，每

亩 每 次 160 斤 ，随 水 浇 灌 ，绝 对 环 保 。

每天检测一次水质，盐碱度不可超标，

稍 有 变 化 ，立 即 用 软 化 的 机 井 水 稀

释 。 种 好 稻 必 须 有 好 种 ，他 们 和 天 津

农 科 院 水 稻 研 究 所 签 订 共 建 协 议 ，引

进 优 良 品 种 ，研 究 所 提 供 技 术 支 持 。

合作社还聘请了本村两位水稻种植能

手担任技术顾问，每个环节严格把关，

按标准执行。

2022 年 10 月，精品“小站稻”喜获

丰收，亩产 1000 斤。苏利军拿着两个稻

穗 ，一 大 一 小 ，大 的 200 粒 左 右 ，小 的

160 粒上下，粒粒饱满，色如黄金。他告

诉大家，小的就是精品“小站稻”，产量

略低，但品质高，可谓浓缩的就是精华。

三

辛庄镇白塘口村二趟河畔，草绿水

清，水稻扬花。

即 将 成 熟 的“ 小 站 稻 ”，在 风 中 摇

曳。浅浅的水田里似乎风平浪静，殊不

知，这里面潜伏着“千军万马”。这些精

灵只有在两个时候才肯抛头露面：一个

是傍晚，管理员喂食的时候，霎时间蜂

拥而至、你抢我夺；再一个是皓月当空

之时，它们成群结队地爬上田埂或伏在

水边，不断吹着泡泡……

它们就是稻田蟹。

50 多岁的王玉春祖祖辈辈种植水

稻。前些年，村民们有的下海经商，有

的进厂打工，还有的跑起了网约车，王

玉春却喜欢农业生产，从小不怕吃苦受

累，主动找村里承包了 150 亩闲散地块，

种植起了“小站稻”。他买来两个大集

装箱摆在二趟河边，一个住人，生活用

具一应俱全；一个当仓库，农具、稻种、

肥料摆放整齐。两个集装箱之间搭了

个凉棚，把家里的一套桌椅拉来权当餐

厅 。 孩 子 已 经 考 上 大 学 ，吃 住 都 在 学

校，不用他和老伴操心。夫妻俩打点行

装，告别舒适的楼房，吃住都在集装箱

里，专心种植“小站稻”。

这些年风调雨顺，他们的“小站稻”

年年丰收。王玉春还是不过瘾，他听说

稻田可以养鱼、养蟹，搞立体经营，心里

就一直发痒。老辈人能在盐碱地里种

出 水 稻 ，我 们 新 时 代 的 农 民 更 不 能 落

后，一定要干出个好样子来！他和老伴

商量，能不能在稻田里养河蟹呢？这不

仅可以增加收入，还可以让天津人吃上

自己养的河蟹。

2017 年 小 满 节 气 ，有 的 地 方 还 没

来得及复种“小站稻”，王玉春就开始

在稻田里养蟹了。头一年养蟹没有经

验 ，他 试 养 了 60 亩 ，花 1 万 块 钱 买 了

500 斤蟹苗，一下子都放进去了。天天

喂 河 蟹 ，却 看 不 见 河 蟹 吃 食 ，到 了 秋

天，才收获 100 多斤河蟹，赔了本。他

向 区 农 业 技 术 中 心 请 教 ，原 来 是 蟹 苗

放得太多了。

第二年，他专门到宁河区河蟹繁育

基地参观学习，还购买有关河蟹养殖的

书，在实践中摸索经验，养殖技术越来

越成熟。河蟹的生长要经历蚤状幼体、

大眼幼体、扣蟹和成蟹几个阶段。水稻

立夏时插秧，小满时放蟹苗，1 斤蟹苗 60
多 只 扣 蟹 ，1 亩 地 放 5 斤 蟹 苗 就 可 以

了。扣蟹在稻田生活 130 天左右，脱壳

四五次，脱一次壳长大一圈，国庆节前

后，水稻收割之前，河蟹长到三四两重，

就可以捕捞了。

河蟹的习性是昼伏夜出。王玉春

不怕辛苦，每天夜里借着月光观察河蟹

的生活规律，确定了喂食时间：傍晚和

皓月当空的时候。喂的食料也讲究，主

食是煮熟了的玉米粒和泥鳅等，副食是

田里的腐殖质、蠕虫、昆虫及小鱼虾。

煮熟的玉米粒，可使蟹黄醇厚；泥鳅可

使蟹肉筋道，味道鲜美。

王玉春把一个稻田蟹脱壳的视频

发给我看，软绵绵的身躯，硬是从铁壳

般的盔甲里全须全尾地退出来，即刻在

水田里奔跑，真是神奇！

稻田蟹生活在稻田里，或贴着田泥

爬，或在稻丛中穿行，磨出了一身铁甲，

蟹爪也坚硬有力。水稻为稻田蟹提供

了丰富的“天然食品”，稻田蟹又以自身

的生存为水稻贴上绿色生态的标签，优

势互补，品质提升，既增加了种养经济

效益，又拓宽了乡村振兴的道路。

2022 年，王玉春的“小站稻”亩产达

到 1100 斤，每亩还收获稻田蟹 50 多斤，

每斤稻田蟹的市场价在 40 元左右，又是

一个“丰收年”哩。

他高兴地说，“小站稻”真是我们的

致富稻与幸福稻啊！

图①：津南区会馆村“小站稻”种植

区鸟瞰。

图②：会馆村“小站稻”种植区已成

为市民游览观光的好去处。

图片均由景文军拍摄

制图：赵偲汝

致富稻，幸福稻
高林有

我曾读过作家贺捷生大姐写的一

篇散文《去看一棵大树》。她在文章中

满怀深情地说：“父亲，你还记得吗？当

你站在这棵大树下的时候，我也快要来

到这世界。你看，我和你们与这片深沉

又肥沃的土地，这棵死而复生的树，彼

此命运相连，已经难舍难分了……”这

棵大树在贺大姐心中的重要位置，于字

里行间看得真真切切，让人感触至深。

2022 年 11 月的一天，我去张家界

采访。突然想起那棵心仪的大树，便萌

发去看这棵大树的念头。当天下午，我

们便驱车去慈利县溪口镇樟树村，看这

棵贺大姐笔下的大树。

从张家界市区到樟树村，车子大约

行驶了一个多小时。一路上，放眼山

川，阳光明媚，白云飞渡，青山连绵，绿

水潺潺，梯田层叠。栋栋新修的农舍点

缀滴翠的山野，如诗如画，美不胜收。

尤其是在路边不断出现的各种形状、呈

淡青色的嶙峋巨石，给这个氤氲着神秘

色彩的大山怀抱，增添了雄壮和凝重的

气息。

我想，这应该就是湘西的独特风情

和古老乡韵。

溪口镇樟树村位于澧水河岸。河

岸 长 年 生 长 着 一 排 排 枝 叶 茂 盛 的 樟

树。樟树的苍绿流进河里，河水变得柔

软深幽，在微风吹拂下，荡漾着绿融融

的光波。此番景致，让人心情悠然，舒

展宁静。耸立在河岸的这棵古樟树，树

龄已超过 1200 年。

我怀着深深的眷恋和虔诚，跑向这

棵大树。

我跑进了遥远的古老溪口的萧瑟

秋风和吊脚楼的如水月光里；我跑进了

风雨如磐、潮起潮落的壮阔和苍凉里；

我跑进了血火升腾、马蹄声碎、曙光初

照的黎明里；我跑进了东风万里、春潮

澎湃、歌声飞扬的艳阳里；我跑进了崭

新时代、追梦圆梦的花海里。

我绕着这棵如巨人伟岸、如山峰巍

峨的大树转圈。我的身体贴向大树，我

在用心用情拥抱心中的这棵大树。我

终于静下心来，在离树 100 米外的山丘

坐下来，打开画夹。我要为它描容，为

它抒写，为它歌吟，为它记录千年的跋

涉履痕、蓬勃的绿色期待和恒久的红色

记忆！

这时，在我的身边，悄悄地围来了

不少老乡。他们默默地看着我为这棵

大树画像。画它经受的那些风霜雨雪、

酷暑流火、雷鸣电闪赐予的沉重、悲苦、

坚韧、挺立与壮烈；画它那一枝一叶的

遒劲繁茂，躯干枯皮和根须的皲裂、伤

痕和复活。这是一棵怎样的大树呵！

我仿佛觉得它就是一条河、一座山、一

杆旗、一部书！

在我潜心画画时，有一位上了年纪

的老乡主动告诉我，2000 年夏天，一次

雷击点燃了古樟树枝，顿时火光冲天，

浓烟滚滚。乡亲们跑来，不顾危险，全

力扑火，才阻止了火势。可是大树还是

烧焦了一半。未曾想到，两年后，这棵

古樟奇迹般复活，变成现在一半枯萎一

半青翠的样子。听着老乡的诉说，我心

里有酸楚，更有欣慰。眼前这棵树，告

诉我们伟力和坚强的根源，也让我洞悉

了天地的造化和大自然的奇美。

我特别珍惜并记住了樟树村村民

的纯洁情怀。是他们捡来石头，围了栅

栏，给大树裹上红布。让前来瞻仰、看

望大树的客人，感知这棵大树的千年沧

桑与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

画着画着，我仿佛置身于贺龙手

持两把菜刀，带领乡亲们闹革命的现

场，也高举梭镖大刀，挤进队伍中去。

我更清晰地看见贺龙、萧克等红军将

士就在这棵大树下谈论天下大事。这

时，有号角声声传来，有红旗引路，有

步伐整齐的队伍走过身边，有如惊雷

滚动，飓风掀起。我放下画笔，凝神细

看、倾听，感到有一股浩然之气，直冲

云霄。我站起身来，情不自禁向树的

四 周 凝 望 。 我 看 见 在 离 大 树 几 百 米

处，那座典型的土家吊脚楼建筑，就像

是一座钢浇铁铸的战斗堡垒站立在澧

水河畔。我知道这座经历了 100 多年

风雨洗礼、有近千平方米的老屋，就是

当 年 苏 维 埃 溪 口 区 政 府 旧 址 。 1934
年，贺龙、萧克率领红二、红六军团，在

此建立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地方革命

委员会，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活动。当

时 人 口 很 少 的 溪 口 镇 ，一 次 就 有 700
多人加入革命队伍。

想到这一切，我笔下勾画出的大树

的根和干、枝和叶，自然就融入了大树

的意志和信念；我用钢笔精心为大树描

绘，描绘它胸中的向往和坚守，描绘大

树的情和义、善和美。我要把大树的思

想和寄托画进流动的时光里、画在大地

的锦绣里、画到人们的心坎上。

我明白了大树守望岁月青葱的一

往情深；我看到了大树呼唤斑斓明天的

梦想追寻。现在的溪口镇和樟树村山

水绿了，村庄美了，乡亲富了，日子火

了。这里的新楼在绿荫里绽放欢乐；这

里的瓜果在山坡飘香；这里绿色生态，

清新怡人，成了旅游打卡的天堂；这里

的红色故事，润心铸魂，让人的精神受

到洗礼；这里的四季，花开如云；这里的

人们，带着大树的美好祝福，走向四面

八方、天涯海角。

我要跟着古樟树下的脚印，走进炮

火硝烟的战场，去凝望贺龙手中的小烟

斗，品味红旗漫卷过雄关的悲壮。我要

从古樟深深的纹理里，拾回大树含情送

别红军的朵朵泪花……

此刻的我，止不住泪珠盈眶。我要

对大树说：今天，我来到你的身边，用笔

雕刻你精神的伟岸，感悟你的平凡、豁

达和伟大，再一次倾听你的深情叮嘱和

召唤。你是长在我心中的大树，永远为

在新征程上踔厉前行的追梦者，撑开绿

荫，遮挡风雪，播洒春光……

长
在
心
中
的
大
树

谭
仲
池

红
军
树
速
写
。

谭
仲
池
绘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