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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和东辽河日夜欢唱，广袤的

松辽平原生机无限。这里是中国的大粮

仓，而吉林省梨树县，则是别在大粮仓上

的一枚勋章。

梨树县位于吉林省西南部，是闻名

全国的产粮大县。为了保护这里的黑土

地，梨树县总结出了“梨树模式”——以

“保护性耕作”为中心，秸秆覆盖、机械种

植、轮替休耕、规模经营。“梨树模式”所

到之处，环境好了，土壤好了，化肥少了，

成本低了，产量高了，农民富了。

这是一首丰收的大合唱，这是一首

奋斗的大合唱。农业专家、农业科技人

员、农民带头人以及许多农民朋友，在这

片黑土地上唱着不同的声部，歌声飞出

东北、飞向各地，汇入新时代农业发展的

乐章……

一

是 谁 写 下 了“ 梨 树 模 式 ”的 第 一 个

音符？

这得从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

长王贵满说起。这位魁梧的东北大汉，

宽黑的脸，宽大的手，说话嗓音洪亮，走

路嗵嗵作响。

当 年 ，王 贵 满 从 农 学 院 一 毕 业 ，便

急不可耐地回到家乡梨树县，一个猛子

扎进广袤原野，一口气“潜游”40 年，抬

头时，已是满头白发。他对家乡的黑土

地 有 特 殊 的 感 情 。 每 天 骑 自 行 车 上 下

班，看到大风抓起黑土一把一把扬上天

空，他就一阵阵心疼。这抓一把能攥出

油花的黑土，都是种庄稼最好的土啊！

黑 土 沉 积 1 厘 米 厚 ，需 要 200 年 到 400
年 时 间 。 但 黑 土 层 肉 眼 可 见 地 变 薄 ，

甚 至 露 出 下 面 的 黄 土 、成 为 乡 亲 们 口

中 的“ 破 皮 黄 ”，只 需 要 短 短 几 十 年 。

王贵满不停地思考：这些宝贝怎样才能

保住呢？

2004 年，王贵满与农业专家合作，在

梨树县搞了 100 亩示范田。秋收后，他把

田里的玉米秆“高留茬”40 厘米，让玉米

根须锚一样抓牢大地，护住黑土。这一

下，改变了乡亲们代代相传的耕作习惯：

哪有地上留那么高的玉米茬的？人们已

经习惯播种前把土地收拾得非常疏松，

秋收后不仅要把秸秆收走，春天播种前，

连根茬都要刨出去。殊不知，正是这种

习惯，导致土地裸露，一刮风下雨，黑土

就会流失。乡亲们一时不买账，王贵满

只能苦口婆心做工作。

两年后，在研究人员建议下，王贵满

又做了黑土地保护的“升级版”，集中 200
亩连片土地作为示范基地，进行玉米秸

秆免耕技术试验。用秸秆给黑土地盖上

一床“大被”，保护黑土不被大风刮走，降

雨时也可有效减少土壤流失，秸秆腐烂

后还能变成有机肥料。

村民再次强烈反对：这多麻烦？按

村里的老法子，秋收时掰下玉米棒，把秸

秆一把火烧了，多省事啊！王贵满组织

全站所有人员走村串户做工作：施化肥

越多，土地越板结，秸秆还田能提高粮食

产 量 ，能 培 肥 地 力 ，把 不 好 的 地 变 成

好地。

有的村民听不进去，王贵满直接把

“大实话”摊开了讲：一起风，有秸秆保护

的地方，别人家的好土就往这刮；如果没

有秸秆覆盖，你家的好土就被刮到别人

家地里。哪怕一年风刮走几毫米，100 年

就是几十厘米，到你儿子、孙子那辈，还

能有好地种？为了能把一块好地留给后

代，我们必须这样做！

示范基地终于挂牌成立，却又遇到

新挑战：现有的播种机不好用，导致苗

出不齐、高矮不一。大家七嘴八舌问王

贵 满 怎 么 办 ，王 贵 满 说 ：“ 我 也 不 知 道

怎么办，但再难，总比咱们国家的飞船

上天要容易得多吧？”他以个人名义筹

借 10 万 元 钱 ，组 建 了 以 农 民“ 土 专 家 ”

为 班 底 的 团 队 ，吹 响 研 发 农 机 的 冲

锋号。

二

王贵满怀揣“办法总比困难多”的信

念，组建农民研发小组，起五更、睡半夜，

和大家一起研制、改装免耕播种机。

这么复杂的机械设备，要由农民们

自己投资、自己研发、“跨界”攻坚，难度

可想而知。王贵满很有前瞻性地鼓励大

家：“我们不是小打小闹！我们一定要把

机器做出来，要把保护黑土地的耕作方

法推广到全县、全省，推广到整个东北，

再推广到全国去！”

王贵满自己也铆上了十二分的劲。

他用一个个不眠的夜晚，换来一份份研

发报告；用一摞摞写满眉批的砖头厚的

图书，砸倒一堵堵技术“高墙”。每有一

项进步，大家欢呼雀跃；到地里一试，这

不行那不行，开回去再战！一部机器，这

里截短、那里加长，角度、灵活度，差一点

都不行，整个机身到处是焊口，不知拆拆

装装了多少遍……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2008 年，这个

“土专家”团队研发的第一台免耕播种机

终于问世！

这 些 豪 气 的 农

民 ，把 专 利 技 术 免 费

赠 送 给 工 厂 ，期 待 工

厂生产更多更专业的产

品，让更多的农机在浩瀚

的黑土地上边走边唱。

这几年，这些“土工匠”又

把 机 器“ 升 级 迭 代 ”了 好 多 次 ，增

加 了 多 种 新 功 能 ，过 去 3 种 机 器 、分 3
步进地才能完成的作业，现在一台机器

一次就完成了！和纯人力作业相比，效

率更是天差地别。减少油量消耗，减少

农机手开支，减少化肥施用量，耕作成

本 显 著 下 降 。 农 机 手 们 采 取 智 能 化 导

航 作 业 ，田 垄 笔 直 延 伸 ，大 地 如 诗

如画！

三

秸秆全覆盖还田试点成功，只是第

一步。想要大面积普及推广这项技术，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梨树县农技总站农艺师赵晓霞，是

上世纪 60 年代出生的老牌大学生。她数

十年穿行田间地头，与农民面对面打交

道，手把手教授技术，一些岁数大的乡亲

亲切地称她为“干闺女”。

有时候，为了推广新技术，一向温婉

和气的“干闺女”也要拉下脸面——对着

一 大 群 人 大 声 讲 解 秸 秆 还 田 的 种 种 好

处，嗓子都喊哑了；她还挑跟自己近的乡

亲“压任务”：给“干闺女”个面子，你带个

头吧！

实 施 起 来 确 有 难 度 。 机 器 作 业 面

宽，一次播种 6 条垄。可一家农户只有两

三条垄，非得大家“合伙”才行。尽管赵

晓霞的游说热情如火、声情并茂，可乡亲

们纷纷摇头。他们认准一个理：凡是自

己没尝到甜头的事，你就是说出花来，也

不信！

赵晓霞毫不气馁，找到当时担任林

海镇揣洼子村党支部书记的崔宪臣，请

他用秸秆全覆盖的播种方式，在他承包

的风沙地上给乡亲们“打个样”。

这块盐碱地，每年只能耕种 1/3，一

多半荒地被黄沙、芦苇蒿草霸占。秸秆

全覆盖真养地啊，眼见这块撂荒一大半

的地一年一变样，几年下来就实现“全

苗”，产量也上了一个台阶。

崔宪 臣 也 是 个 急 性 子 。 他 先 是 让

亲戚们带头干，地里刚有起色，就深入

乡亲们中间，一家一家做工作，力推秸

秆还田耕种法……揣洼子村共有约 1.9
万亩土地，含 2250 亩风沙地和盐碱滩。

采用“梨树模式”秸秆全部还田后，玉米

方阵以势不可当的豪气整齐推进，喝退

了芦苇和野草，喝退了风蚀水蚀灾害。

宝贵的土地一举甩掉戴了多少年的“差

地 ”帽 子 ，重 新

披上绿装。

揣洼子村玉米年产量大增，部分地

块增收 23%！揣洼子村迅速成为热门村

和 样 板 村 ，成 为 普 及“ 梨 树 模 式 ”的 先

行者。

四

随着社会发展，进城务工的壮劳力

越来越多。面对“良田少人耕”的情况，

梨树人找到一剂良方：组织留守农民加

入合作社。

当地农人陶勇在十家堡镇西黑嘴子

村办的合作社，集中了 300 公顷土地组建

新试验田。这是“梨树模式”的升级版：

与大型国企深度合作，以农民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为主力军，以集中连片的

300 公顷土地为一个实施单元，让农资采

购、农机作业、人员配置和资金使用的效

率 最 大 化 。 合 作 社 的 收 益 稳 定 攀 升 ，

“绿”了环境，“肥”了黑土，鼓了腰包。农

户们到合作社劳动挣一份钱，年底还享

受分红。

种粮大户卢伟，开办的合作社实现

了跨越式发展，粮食连年丰产，还在当地

首开“指尖种地”先河：“借助卫星定位系

统，大农机干起了‘绣花活’，一垄垄种子

播下去，如同尺子画线一样笔直。天上

飞的、地上跑的，如今都成了种田的好帮

手，我们穿着皮鞋就把田种了。”

据有关机构测定，由于实现了保土、

保水和增加土壤有机质，采用“梨树模

式”的地块与传统耕作方式相比平均增

产 8%到 10%，减少土壤流失 80%，试验田

的土壤保水能力也大幅提高。梨树县干

旱多发，仅“保水”这一项，旱年里就能让

土地增产 30%。在梨树镇泉眼沟村玉米

带，深扎的玉米根系竟长达 120 多厘米。

这些伞状根系从肥沃的土壤里源源不断

吸收营养，确保玉米高产高质，更有力支

撑着畜牧业的发展。

田 亩 纵 横 ，农 机 奔 忙 ，今 天 的 黑 土

地，正孕育着又一场丰收，正唱响起奋斗

的欢歌……

图①：梨树县梨树镇泉眼沟村的秸

秆还田玉米地。 周存笑摄

图②：王贵满（左）在查看土壤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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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上的奋斗之歌黑土地上的奋斗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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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在福建莆田东埔镇。

狭小、古朴，是莆田城沉淀在我记忆

深处的样子。家乡 的 河 流 木 兰 溪 ，

静 静 地 从 城 东 阔 口 桥 流 淌 而 过 。

那 时 的 县 城 ，横 向 一 条 文 献 路 ，不

足两公里长；纵向一条石板铺成的

胜利路，从南端的县汽车站一路往

北，直通东北面的六城门，总长约 3
公里。胜利路边，有座两层楼高的

百货商店，在当时算是莆田城的“高

楼”了。

县城虽小，却历史悠久。莆田位

于福建沿海中部，古称兴化、兴安。

流经莆田城的木兰溪，是一条有故

事 的 河 。 在 木 兰 溪 距 入 海 口 20 多

公里处，有一座形如钢琴的拦河坝，

名为木兰陂。它是宋代人工建造的

水利工程，不仅灌溉规模惊人，在工

程规划、建筑、结构等方面更是达到

了同时代的领先水平。 2014 年，木

兰 陂 入 选 首 批 世 界 灌 溉 工 程 遗 产

名录。

悠悠木兰溪，多少年来无数游子

为它魂牵梦绕。上世纪 70 年代，16
岁的我去县城坐班车，辗转前往数

千里外的东北做蒸笼、运木材，既当

学徒又从商。转眼离乡数十载，几

经打拼，我在外站稳了脚跟，回乡的

次数多起来。进入新千年，莆田城

加快发展，面貌日新月异。尤为可

喜的是，木兰溪经过改造，如今变得

眉清目秀，部分溪道裁弯取直，水患

骤减。

2012 年 ，我 第 一 次 来 到 莆 田 西

苑乡仙西村，来到木兰溪源头。

时 值 7 月 ，我 乘 车 去 仙 游 山 。

车行山路，我打开车窗，呼吸着清新

的 空 气 ，不 时 看 见 袅 袅 升 起 的 炊

烟。窗外黛峰绿树，木兰溪水声潺

潺。一路上民居错落，风光如画，令

人沉醉。

没来之前，我想象过木兰溪源头

的样子。但亲眼见到源头的那一刻，

我还是心头一震。看着那一汪清泉

汩汩流出，我情不自禁俯下身子，掬

一捧清泉入口……清甜清凉的水，

瞬间令乘车的疲惫消散了，整个 人

清 爽 畅 快 起 来 。 回 到 心 心 念 念 的

故乡，便想为保护木兰溪源头做点

力 所 能 及 的 事 。 莆 田 市 委 驻 京 流

动 党 工 委 的 党 员 企 业 家 们 募 得 一

笔资金，在木兰溪源头种植了一片

树 林 。 大 家 决 定 将 这 片 树 林 命 名

为“清源林”，代表我们最朴素的愿

望 ：让 树 林 护 得 木 兰 溪 源 头 清 水

长流。

离开莆 田 回 京 后 ，我 心 里 一 直

挂念着木兰溪。家乡好消息不断，

莆田市获评“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称

号。这得益于家乡大力推动河道景

观工程和荔枝林带绿道建设，兴建

10 多座城市近郊公园和水上公园，

“城在林中、林在城中、城林相依”的

绿化格局渐入佳境。媒体对木兰溪

治理进行了报道，木兰溪因此受到

瞩目，让在外的乡亲们热血沸腾、倍

感自豪……

2019 年 春 ，借 主 题 党 日 活 动 的

契机，我第二次来到木兰溪源头。

放眼望去，“清源林”郁郁葱葱，

翠色喜人，大家沉浸在“天然氧吧”的

醉人清新中。我不禁感慨：木兰溪真

正蝶变为“生态之河”“发展之河”“幸

福之河”。我们希望能为这条河增添

更多的绿意，让这方水土带来的福祉

更为绵长。为此，我们一行人决定

捐款在这里再种一片树林。大家商

议，将这片树林取名“思源林”，寓意

饮水思源、永念党恩。

殷殷游子意，悠悠木兰情。木兰

溪的水，一天天清澈；木兰溪两岸，增

添了一条条休闲步道、一个个口袋公

园。晨昏之际，市民们或在步道悠然

漫步，或在公园打拳跳舞。生活在木

兰溪两岸的市民，幸福的笑容洋溢在

脸上。

2021 年 春 ，我 应 邀 参 加 莆 田 市

驻外党组织新春座谈会，第三次来到

木兰溪源头。我惊喜地看到，这里不

仅有“清源林”“思源林”，还新建了初

心亭、清源亭、思源亭，一座占地 180
平方米、外观融合传统亭台楼阁元素

的全国流动党员驿站，也亮相木兰溪

源头。

如今，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从

媒体和朋友圈里，继续密切关注家乡

的变化。木兰溪变美了，莆田城变大

了。近年来，莆田市更是接连获得

“全国文明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等

荣誉。

治理一条河，改变一座城，家乡

展现的新形象、新气象，让在外乡亲

特别自豪。

木兰悠悠入诗画，关山万里解乡

愁。今天，坐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我

的思绪又回到了家乡木兰溪。我仿

佛看到，木兰溪从戴云山脉一路东流

入海，幽静而秀美的木兰溪，静静地

滋养着大地……

到
木
兰
溪
源
头
种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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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玖

纵目千里，乘车疾驰，满眼的雪山、

草原、河流、湖泊、公路、大桥，时而还有

牛群、羊群、马群、大漠、雅丹地貌和野

羊、野骆驼。

时令正值 5 月。这是新疆花朵初放

的季节。最令人怜爱的是绿色草原上那

些如米粒般大小的小小黄花。初看它们

又小又少，只能用珍稀二字来形容。但

刚走了两天，它们竟变了，开得如此不

羁，犹如下了一场黄金之雨，颗颗金粒撒

得遍地都是，绿色的草原变成了一色的

金黄。还有来凑热闹的野郁金香呢，它

们也开了。热烈的景象，会让观者一时

忘了呼吸。而稍加冷静后，任谁都不能

不发出一声又一声的欢呼！最终，我们

都不由自主地、不约而同地一齐躺在开

满野花的草原上，享受这如绣锦般醉人

的质感。

曾经，在我肤浅的想象里，新疆好像

就是风沙、干燥和酷热的代名词，可是来

到这里，完全改变了我的偏见。阿尔泰

山和天山上消融的雪水，从山上蜿蜒下

来，注入一条条掀起白亮浪花的河流或

者硕大的湖泊，那些湖水就像大海大洋

的弟弟妹妹，一个个好不帅气妩媚。即

使那些远离大湖的地方，气候也往往是

相当宜人的。燕子时而会掠过我们的身

边。在可可托海的一个餐饮广场，随意

挑一个遮阳亭，坐在下面就餐，一抬头，

就会看见燕子的精致小窝。特别让我们

兴奋的是，在别的地方较难见到的彩虹，

在这里几乎与我们如影随形，一会儿是

单彩虹，一会儿是双彩虹，有时居然会落

到山前的草地上，让我们恍惚间仿佛身

处童话世界。

新疆是块流蜜的土地。那些蜜，从

蜂箱里流出来，从哈密瓜里流出来，从

西瓜里流出来，从五彩滩流出来，从沙

棘果里流出来，甚至还从白桦树的树干

里边流出来。那不掺任何东西、原汁原

味的桦树液，比商店里的饮料都要好喝

许多。

置身于新疆，亲眼看到这里的美丽，

才理解了这里的人们为什么一辈辈都能

歌善舞。这美丽给了他们心灵的旷达与

丰富，他们几乎随时随地都能起舞放歌。

阿尔泰山下，餐馆门外的路边，一个

被烈日暴晒得皮肤黝黑的小伙子，在他

经营的羊肉串摊前，谈笑之间就舞了起

来，引来无数游人的目光。到了另一个

地方，几个身着厨师服的青年，在给我们

做饭的空隙，也能开心地舞动起来。他

们的舞姿，比舞台上表演的舞蹈节目更

有魅力，充满了真实生活的神采。可惜

我的动作迟缓，未能拍下视频。我还曾

见到一个戴墨镜的盲人，拿着一根看起

来像草棍、很难称之为乐器的乐器，居然

能吹出曼妙的曲调。

我今年已经 86 岁高龄，举步维艰，行

走早已离不开拐杖。然而，在这里，我竟

可以扔了拐杖，和朋友们一起翩翩起舞，

并且高歌了一曲，连我自己都始料未及。

我返回北京后，把视频发到朋友圈，获得

赞声一片。人们夸我焕发了青春，殊不

知，不管谁到了那里，都会聊发少年狂

呀！在这片美丽的山岳、河流、草原之

上，在这蓝得透明的天空之下，每个人都

会被感动，每天都有新的快乐。

陶醉在草原湖泊间
刘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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