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江志成（池州）

去年春天，文友汪国彪打电话给我：“东至县东

流镇红叶村有许多值得写的人和事，有空来看看。”

汪国彪是红叶村党总支第一书记、驻村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长，他不知我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工作原

因曾到过红叶村。

记忆中的红叶村时属七里湖乡，是 1984 年合并

新建的移民村。当年，村民们住的是茅草掤，点的

是煤油灯，走的是泥巴路。田地虽多，但地块小，坑

洼多，全靠牛耕人种，靠天吃饭。一年忙到头，日子

只能糊个温饱。

民穷村也穷。村里负债累累，村干部和民办教

师长年发不了工资。

这 个 昔 日 穷 得 叮 当 响 的 村 庄 究 竟 有 哪 些 变

化？是如何发生变化的？汪国彪的电话勾起了我

的记忆，于是有了我的红叶村之行。

一

时隔近 40 年，2023 年桃花争艳、柳丝扬翠的 3

月，我重返红叶村。

村景村貌已云泥之别，让我耳目一新。村党群

服务中心、村红色法治文化广场、村民健身广场、村

农机大院、村小龙虾农贸交易市场，处处大气壮观，

似公园，像乐园，是家园。

我沿着村中心大道那宽阔平坦的柏油路面，走

上连接 18 个村民组、1807 个村民家的水泥路，深入

到村庄腹地。

满眼是望不到头的水田，春阳在水面播洒下无

边的金点，在春风中耀着动魅眼的金光。清亮亮的

沟渠水密布成网，绕着农田流淌，像一条条晃眼的

玉带紧系着丰年丰收的命脉。

春气升腾，万木争荣。村庄内河一侧是抽绿秀

翠的高大树木，掩映着一幢幢小别墅农房。家家户

户的庭院宽敞洁净，院内桃、梨和月季、紫薇等花草

果木争奇斗艳，清香四溢。

村道上，几位胸前别着党徽、手臂套着红袖章

的老人，正拿着畚箕扫把打扫卫生，连路面缝隙里

的烟头纸屑都仔细地一一清理。上前询问，才知他

们是村中 18 名老党员邻长责任岗的成员，每天晨出

晚归，风雨无阻，清理村中角角落落的垃圾。

田间地头，旋耕机、轧田机在一处处水田里翻耕

起一块块黑得冒油的沃土，轧平一池池肥得冒泡的

泥稠……

二

一块“红叶村同根稻虾养殖基地”的标牌吸引了

我，驻足，眼前是与众不同的“春耕”图画：一片波光

粼粼的水田里，一个开着电动小船的中年人披着明

媚温暖的春光，正四处打捞着水面上的萍藻和杂物。

我转身问同行的汪国彪：“这人是谁？”

汪国彪的回答溢满钦佩：“他叫聂和冬，湖北

黄梅人，来红叶村 6 年了，承包了 2000 亩水田发展

稻虾养殖产业。每年，光虾苗销售量就有近 10 万

斤，收入足有 150 万元，再加上卖成品小龙虾和水

稻，收入十分可观，乡亲们在这里工作，每年的收

入也不少。”

我很好奇：“一个湖北人为什么会选择在红叶

村养虾种稻？”

汪国彪兴致更高了：“2012 年红叶村成立了土

地流转合作社，推进小田并大田、小块变大块和引

水灌溉农田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建设，全村近万亩田

地由过去的几千块合成了 800 块，块块都平整达标，

每一块面积都在 12 亩以上，全部对外承包。我们村

地处长江南岸，用水非常方便，利用这个优势，村子

筑巢引凤，对每个进村承包田地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实行全程保姆式服务。好田好水好环境，吸引了

23家像聂和冬这样具有绿色发展理念和绿色生产方

式的能人大户，为红叶村粮食增产提质、发展绿色农

产品、促进农民增收发挥了很大作用。其中最牛的，

就是打响了红叶村‘稻虾共养’的绿色农产品招牌。”

说话间，村民姬斌骑着电动车去看虾苗，看到

我们，热情地停下来打招呼。32 岁的他身体强壮，

阳刚气十足，皮肤晒得黝黑，初看像个庄稼汉，其实

是毕业于合肥职业技术学院的大学生。毕业后，他

在南京等地做过机械操作工，干过汽车推销，还在

电商平台卖过货，一年收入约 10万元。

姬斌父亲姫玉良是红叶村第一个掌握“稻虾共

养”技术的能人。2017 年率先在村里承包 70 多亩水

田发展“稻虾共养”产业，当年收入近 20万元。

2018 年姬斌回乡过春节，在除夕之夜的饭桌

上，他恭敬地向父亲敬酒：“稻虾共养收入高、前景

好，我以后和您一起把稻虾共养产业做好做大，不

再外出打工了。”

如今，他们父子俩承包了 185 亩水田经营“稻虾

共养”，一年纯收入超过 50 万元，比他当年在外地闯

荡打工收入多了好几倍。

聊起“稻虾共养”，姬斌来了兴致，给我上了一

堂绿色种养的科普课。末了，他自豪地说：“除了养

虾，我还会使用无人机为乡亲们提供播种、施肥、除

草、治虫等劳务服务，一年收入也有近 20万元。”

这个活力十足的小伙子，既是敢于外出闯荡社

会打拼生活的大学生，又是农业绿色发展急需的应

用型人才！我紧握他的手，发自肺腑地为他点赞：

“小姫，你真了不起！”

三

2023 年 6 月 10 日，东流镇党委政府在红叶村

举办“东至县首届龙虾节”。我应邀又一次去了红

叶村。

烈日炎炎下，在人头攒动的村中心小龙虾交易

市场，我见到“稻虾共养”的能人郑小毛。刚忙完的

他，身上还散发着小龙虾的气味儿。

他是东至县舜风农业发展公司负责人，自 2012

年起已连续 11 年在红叶村承包 500 亩水田，先单纯

种水稻，后发展“稻虾共养”产业。他的过人之处是

不仅小龙虾养得好、收入高，每年还通过电商平台

推售自己在承包虾田生产的国家一级品牌大米“玉

针香”，产品远销至广东、湖南等地。

对自己的成绩，50 多岁的郑小毛很谦虚：“我没

什么可夸赞的。要说红叶村的虾田米，‘菊江牌’和

‘稻虾乐牌’都可有名了，还获得过国家级金奖、银

奖和绿色生态奖呢。”

告别郑小毛，又随汪国彪来到瓜果蔬菜生产

基地。

扑入眼帘的是旱地里一条条像白色卧龙似的

钢架薄膜大棚，依序绵延，穷目难尽。大棚里种植

的西瓜、草莓、瓜蒌、葡萄和各种蔬菜，在春夏秋冬

轮番登场。一畦畦地吐绿飞翠，一垄垄地飘香秀

美，展示它们各具特色的风韵。

走进路边一个大棚，满地都是蔓延生长的翠绿

色西瓜藤，你挨着我、我挨着你，藤儿牵连着一个个

椭圆形的西瓜。

瓜棚主人是 48 岁的程结银，皮肤黝黑，肌肉结

实，头戴草帽，汗水湿透了短袖衫。我们索性在瓜

棚边席地而坐，拉起了家常。他原是沿河组村民，

卖过多年水果，2012 年回村承包了 30 亩旱地种植麒

麟西瓜，当年纯利润 20 多万元。初尝甜头的程结银

用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钻劲和韧劲，到四川、河南等

地拜师取经，在实践中不断摸索，逐步掌握了瓜类

的育苗、嫁接、轮作和立体套种的技术，承包土地增

加到 100多亩，建起 360个钢架薄膜大棚。

2023 年春夏之季，程结银已分批培育 260 多亩

次的西瓜、哈密瓜和羊肚菌幼苗，出售给分布在东至

县 14个乡镇的瓜农菌农，“我最拿手的技术活是在西

瓜藤上嫁接哈密瓜、黄皮西瓜，是在西瓜地里套种黄

豆、豆角等豆类蔬菜，最大化提高土地利用价值。”

在程结银的家庭农场，常年务工村民有 6 人，忙

季短期务工村民超过 30 多人。他一年为乡亲们付

出的务工费足有 40多万元。

一旁的汪国彪感慨：“程结银是绿色发展的大能

人！在红叶村像他这样的能人还有种瓜大户屠老板、

种蔬菜发财的吴安、发展‘稻虾共养’出名的曹李根、

养鱼致富的操三九……他们都是红叶村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带头人，是红叶村农业绿色发展的主力军。”

和程结银握手告别，在回去的路上，汪国彪告

诉我，2012 年实行土地流转、发展绿色农业以来，全

村累计生产优质稻谷 66000 余吨、小麦 9900 余吨、

小龙虾 2500 余吨、各类瓜果蔬菜近万吨，“如果用载

重 8 吨的大货车运输这些绿色产品，要用车一万辆，

排起的长龙望不到尾！”

回城后，我对这次红叶村之行一直意犹未尽。

今年元旦刚过，汪国彪又发给我一条消息：我们红

叶村被列入“安徽省首批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全

村人更加斗志昂扬。

我回复他，绿色是红叶村的底色。农业绿色发

展是红叶村由穷变富、由弱变强、由丑变美的坦途！

40岁的红叶村，明天一定会更青春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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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逐梦·

■ 宋海英 马骁骏（江苏）

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在长期繁

衍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内化成为家

庭或家族中代代遵循的价值准则。家

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是

孤立的存在，而是始终与国家民族命运

联接在一起，是党风、政风、社风的重要

连接点。

破译好家风的文化密码

中 华 民 族 历 史 悠 久 ，璀 璨 夺 目 的

历史文化，穿越千载数年，生生不息。

好家风在大浪淘沙过程，逐渐沉淀成

厚重的文化印记，承载着家族一代代

人的思想集粹，深刻在每一个炎黄子

孙的基因。世代传承的家风，集体体

现在对国、对家、对人和对己的人生态

度上。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

之。”忠于国家是家风最厚重的底色，有

国才有家，千千万万的家组成了国。明

朝朱柏庐的《治家格言》，把家国相连，

深刻阐明了修身治家之道，教诲子孙

“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这部 500

多字的格言被称为《朱子家训》。宋朝

名臣叶梦得强调“为家”和“为国”之间

的深刻联系，认为“孝则勿欺”，指出忠

孝本为一体，无论是家庭中的孝道还是

政治上的忠诚，都不能虚假。

“ 诗 书 传 家 ”是 融 入 血 液 里 的 家

风。杜甫劝勉儿子“诗是吾家事，人传

世上情”，韩愈劝诫子弟“学问藏之身，

身在则有余”。叶梦得在《石林家训》提

出“若遇无事，终日不离几案”的治学精

神。明朝宰辅申时行非常重视劝学，明

文规定对中进士或中举者，分别奖励不

同数额的银两和米。学者朱存理也要

求后代“经书不可不读”。

“一家善则一地向善，一地仁则一

国兴仁”。与人与己与亲为善是最朴素

的家风。“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

何妨”，桐城六尺巷体现了邻里之间礼

让精神，告诉世人要“大度做人”。朱仁

轨要求子弟“终身让路，不枉百步；终身

让畔，不失一段”，将谦让、礼让作为立

身、修养之根本。同时，孝顺父母、友爱

兄弟、和谐相处、遵守礼仪等优良家风，

更是深植于传统文化，世代传承，极大

丰富家风家训的内涵。

把牢好家风的时代内涵

“笃学修行，不坠门风。”个人优秀

的品德、操守、智慧、体魄的孕育和培

植，都植根于他所在的家庭、家教、家

风。好家风可以影响人、感化人、塑造

人，给予每个家庭成员持续的正面力

量，还将影响国家、造福民族，推动社会

高质量发展。因此，要引导全社会抓好

家风建设，尊崇礼仪、追求自律，树立崇

高理想、培养高尚情操的思想，营造充

满爱与和谐的家庭氛围。

“天下之本在家。”家风没有高低贵

贱之别, 其基本价值内核、真挚情感追

求和根本道德取向都是一致的。新时

代好家风最基本的内涵要求，就是通过

全社会广泛参与家庭精神文明建设，形

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

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让家

庭和睦、家教良好、家风端正成为每一

个家庭追求和实践自觉，实现子女健康

成长、社会健康发展，家庭和社会同向

发展。

涵养好家风的现实价值

国家好，民族好，家庭才能好。全

社会都应将好家风建设自觉融入家国

情怀之中，将爱党爱国爱家自觉统一

起来，在推动国家繁荣富强中实现家

庭兴旺，在实现家道兴旺中促进国家

更好发展。注重实践相亲相爱、向上

向善的家庭伦理准则，围绕孝敬父母、

夫妻相爱、邻里亲朋和睦等，深化孝悌

忠信、礼义廉耻，建设和谐温馨的家庭

关系，使家庭成员以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积极处事，以高尚的品德

融入社会。

廉洁修身保平安。推进家风建设，

还要把廉洁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全社会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严于律

己，严格家教，筑牢反腐倡廉的家庭防

线，将家风建设与党风政风建设融为一

体，抓严抓实抓细家风建设，“帮助孩子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杜绝不正家

风对党风政风社风的侵蚀，以纯正家风

涵养清朗党风政风社风，提升全社会的

文明程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家

庭应有力量。

好家风涵养家国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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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益君（山东）

自从我出任村子的第一书记，我与

乡 亲 们 的 关 系 就 如 同 亲 人 般 亲 密 无

间。特别是玉华嫂，或许是因为我帮她

解决了生产经营中的一些实际困难，我

们的关系更是走得近了一些。

元宵节刚刚过去，春天的气息已弥

漫在空气中。突然，电话铃声响起，是

玉华嫂打来的，她热情地邀请我到她的

“庄园”去感受春天的温暖。

玉 华 嫂 是 个 有 魄 力 的 女 子 ，大 学

毕业后，她选择回到农村创业，与丈夫

共同承包了村里的几十亩山场，种下

各种各样的果树。去年，她又承包了

山上的一座小型水库，准备打造一条

农业产业生态链。我对她的创业精神

深感敬佩，于是利用我作为第一书记

的优惠政策，帮助她解决了资金上的

燃眉之急。有了水利的支持，玉华嫂

的果园在去年获得大丰收，她也因此

收入可观。

她心存感激，经常邀请我到她的山

场坐坐，希望我能给她出出主意。我也

乐意接受，因为这样不仅能帮助村里培

养一个领头的致富能人，还能让我更深

入了解群众的诉求。特别是玉华嫂的

意见建议，对我的工作帮助极大。

那天，阳光明媚，春风拂面，我如约

前往玉华嫂的山场。山风轻拂，果树在

春光中摇曳生姿。远远地，我就看到山

场里有人影晃动，笑声此起彼伏，宛如

一幅动人的忙春图。

玉 华 嫂 今 天 请 来 了 不 少 帮 工 ，他

们正在为果树施肥，为接下来的灌溉

做准备。我挽起袖子，想要加入他们

的行列。然而，玉华嫂却轻轻夺过我

手中的锄头，笑着说：“这可不是你干

的活，你就用你的专业特长，给我指导

一下就行。”

我 有 些 无 奈 ，但 还 是 按 照 她 的 要

求，仔细查看了果园的施肥情况，给出

了一些建议。正说着，一辆红色的拖拉

机载着一车土肥颠簸着驶来，拖拉机冒

出的青烟在山野中拖出长长的尾巴，宛

如一幅生动的水墨画。

玉华嫂的帮工们非常能干，短短一

个上午，就完成了好大一片果园的施肥

工作。虽然我没有像他们一样劳作，但

一个上午的跑前跑后，也让我感到腰酸

背痛。然而，累并快乐着。

日近中午，玉华嫂为我们准备了山

蘑菇炖草鸡。炖鸡的香味弥漫在整个

山坡，让人垂涎欲滴。我们围坐在果树

下的石凳上，品尝着美味佳肴，喝着玉

华嫂自酿的葡萄酒，享受着乡下特有的

惬意时光。

玉华嫂的帮工们纷纷夸赞我心眼

好、务实肯干，为村里做了许多好事。

他们还说，有了我的指导，今年玉华嫂

的果园肯定又是一个丰收年。听着他

们的夸赞，我心里暖洋洋的，脸上不知

是被春阳晒的还是被夸的，热热的，仿

佛喝醉了酒。

春风吹绿了满山的果树，妩媚了我

的心境。放眼山下，我激情澎湃。那片

我计划实施的水利灌溉配套项目前期

工程已经开挖，夏秋时节，千亩良田将

旱涝保收。我知道，今天埋下的种子，

会在春天里发芽；我种下的理想，会在

这片土地上开花。

放眼四野，静美的村庄在春阳下安

详地躺卧着，劳动的歌声在春风中回

荡。处处春意盎然，一派春潮涌动。

乡村春潮涌

红叶村全貌红叶村全貌 汪国彪汪国彪 摄摄

绿润红叶绿润红叶

·凡人微光·

瓜棚喜丰收 汪国彪 摄

■ 陈 晨（合肥）

第一次以学生身份走进中国科大东区的金寨路

校 门 时 ，保 安 小 哥 热 情 地 和 我 打 招 呼 ，“ 老 师 早

啊”。还有 1 个多月就满 40 岁了，谁能想到我是来

报到的新生。

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广告、传媒、互联网圈干

了 15 年，终于在 2023 年考上了中国科大公共事务学

院的研究生。

刚 进 校 门 没 几 步 ，就 看 到 大 幅 的 活 动 宣 传 海

报。海报上前沿科技和社科人文的院士教授们笑容

可掬地看着你，好像在说：“同学快来呀，我这里有好

玩的。”人最珍贵的确实就是好奇心。

右转再左转，就是少年班学院，看到高中生模样

的孩子们，背着双肩书包，一脸干净地去上课，真羡

慕他们早早找到自己的学术热爱。

再往右拐，二教边上年长一些的本科男生，大冷

天穿着短裤，蓬头垢面从宿舍里窜出来，往星座食堂

方向狂奔。

那股扑面而来，总觉得未来充满奔头的青春气

息，真让人羡慕。

工作 15 年，我一直很迷茫，时而觉得自己无所不

能，时而又觉得自己啥也不是。20 出头时，我可以为

了一个创意，拉上一圈朋友，熬上一整夜，只为做出

一支好玩的公益广告；我曾经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

个猛子扎进互联网行业，快而精确地计算，习惯性地

考核自己每个动作的投产比，聚焦目标、忽略身边一

切，把薪水拿去交换那些令人羡慕的车子、房子，当

作冲向下一程的燃料。

一路狂奔，向着 KPI 的方向，与我珍视的人和物

都越离越远。我，真的快乐吗？

研究生第一门课，就让我见识到这里的学习强

度。公共管理学教授只管列出每门课十几本专著让

你读，布置论文报告，并在下一次课上汇报分享，再

由教授和同学轮流提问、质疑。

第一次作报告，同学帮我拍了照，熬夜看书面无

血色的我，看起来真的很像有学问的样子呢。

这一学期，我一共交了 25 篇报告，另外还有一篇

3 万字的小组论文。我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学了这

么多，我好像进入一个更迷茫的阶段。

但左突右撞间，世界好像又大了一点，又回到那

个清澈愚蠢一无所知的困惑的人生状态。但这种困

惑并不是被捆住的感觉，而是像小孩子面对大世界，

很想去不断探索与解惑。

我又开始为了一个团队的论文，和队员们一起

熬夜读文献写资料做调查。我们谁也没有丢下，没

有计算收益，只考虑我们做的调查，有没有可能为职

业教育政策的优化，提供那么一点帮助。

我为什么在 40岁这年来中国科大读研究生？

其实原因很简单。狂奔了好多年，原本的燃料，

都烧不动了。

原 来 ，我 只 需 一 片 厚 土 ，认 真 扎 进 去 ，每 天 积

蓄 一 些 营 养 ，在 阳 光 下 心 无 旁 骛 地 重 新 长 出 枝 丫

和树叶。

40岁，我去中国科大读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