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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位于宜兴市周铁镇的太湖
湾蔬果产业园，一排排现代化的连栋
大棚整整齐齐，棚内干净敞亮，番茄、
茄子、西葫芦、青椒等蔬菜正陆续开
花，却不见农户忙碌的身影，只听到
细微的“嗡嗡”声，仔细一看，一只只
身长约1.5厘米的大蜜蜂正在花间采
蜜授粉。原来，这里的“打工人”竟然
是这群大个头的熊蜂。

“使用熊蜂的最大好处是不需要
人工操作，而且熊蜂个头大、抗病性
好，普通蜜蜂在阴雨天就不出来活动
了，如果蜂箱里稍微进点水就会死
掉，但熊蜂几乎不受阴雨天气的影
响。”园区负责人奚鹏介绍，传统授粉
需要人工使用点花药来给番茄、茄
子、西葫芦等茄果类蔬菜以及西瓜、
甜瓜等瓜类授粉，其劣势是空心率和
畸形率较高，商品性会“打折扣”，对
口感也有一定影响。“熊蜂能自己掌
握授粉的最佳时机，也能辨别一朵花
是否已经授过粉。因此，相较于传统
的人工授粉，借助熊蜂授粉可大大节
约人工和时间成本。”奚鹏表示，目前

给基地的10亩茄果类大棚配了3箱
熊蜂，每箱中有八九十只蜂，接下来
的2个多月的时间都将依靠这些勤
劳的熊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值
得一提的是，堪称“最佳打工蜂”的熊
蜂对药物特别敏感，大棚里如果用错
药或不注意浓度的话，容易造成熊蜂
死亡，这也能从侧面督促农户绿色生
产。

为了更好地贯彻绿色生产的理
念，该基地最近还开启了一个新模式
——把芳香类植物融入农业绿色防
控中。这几天，工人们在5个大棚出
入口周围抢种上了迷迭香、罗勒、牛
至、百里香、紫苏、鼠尾草、茴香等芳
香类植物约800株。“主要是利用芳
香类植物的刺激性气味来驱避害虫，
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起到绿色防控
的效果。而且这些植物大多是可食
用的，来基地的客人也可以采些迷迭
香、罗勒等回去作为佐餐的香料。”奚
鹏说，种植芳香类植物是受此前参观
一家植物精油加工企业的启发，后来
跟南农大的老师交流后认为可行，就

尝试将芳香类植物与农业绿色防控
相结合。

连栋大棚、日光温室、喷滴灌、水
肥一体化……现代化的蔬菜大棚给
蔬菜生长营造了良好的生长环境，蔬
菜种植的效率和品质也更高了，像一
般农户种植的番茄只能长3~4穗，园

区里的番茄可以长到6穗。同时，该
园区中所有的大棚设施也都是为机
械化服务的，比如棚间距、出入口大
小、内外过道等的设置都为机械化升
级留足了改造空间，道路也进行了硬
化，方便抛肥机、旋耕机、开沟机等农
机的使用。 （潘凡/文、摄）

虽然出生于北京，但王学芯老
家在无锡，他成长在无锡、也钟爱
着无锡：“我是原汁原味的无锡人，
我非常喜欢我们这座城市——不
大不小，风光优美，底蕴深厚，经济
规模可观。”对无锡的文化发展，特
别是文学的发展，他当然满满期
待：“应该有更多更好的诗人、作家
涌现，在全国有影响；应该更有力
度地扶持无锡文学发展，跟上无锡
经济发展的速度。”

访谈到了分享环节，王学芯
朗诵了将在《当代》杂志第二期发

表的《朋友》。“每一句表达的都是
一个单个的意象，每一个意象又
有丰富的内涵，从不同的心境、经
历切入，落脚点全都能形成一个
整体互相联系，是近期创作中比
较满意的。”评析个人新作之后，
他介绍说，还会集中再写一批有
关友情或人际交情方面的诗，“这
主题是每个人都绕不过去的共性
问题，每个人都会感同身受。我
们每个人一生大概也就认识2000
人，会有交往的很难超过 1000
人，有友情乃至交情的更少，所以

我们要好好珍惜曾经见过、认识
或有交往的人，间隔越少越好，更
不能有隔阂，这个主题应该是有
意义的。”

作为用诗歌来关注新工业发
展的“新工业代表诗人”，王学芯透
露，在去年出
版诗集《蓝光》
的基础上，今
年将出版它的

“姊妹篇”《光
域里》。
（晚报记者 何白）

熊蜂授粉、香草驱虫……

这个园区种菜理念新！

王学芯：诗情不可磨灭 唯愿见者共鸣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诗歌学会理事，1977
年开始发表诗歌创作，郭
沫若诗歌奖、刘伯温诗歌
奖、紫金山文学奖获得
者，还多次获得《作家》

《钟山》《十月》《诗歌月
报》《扬子江诗刊》等刊物
的文学及诗歌奖，已出版
有《空镜子》《双唇》《文字
的舞蹈》《飞尘》《迁变》

《老人院》《蓝光》等14部
诗集，部分作品经翻译向
国际推介。

本期访谈作家：王学芯

王学芯当过教师、公务员，在文学领域
是位纯粹的诗人，写新体诗已近五十载。
青年时写诗，他立志成为全国出名的诗人；
中年时写诗，他经常将灵感记于手机上；至
今他仍保持旺盛写作热情，近十年更是每
年出版一本诗集。

20世纪 80年代初至90年代
初，中华大地改革春风劲吹，文学
面貌为之一新，全民热衷于新体诗
创作，新诗人往往一崭露头角就备
受瞩目。“那是一个难以复制的时
代，喜爱诗歌者人从众。”王学芯回
忆，那时只要是在《人民日报》或
《人民文学》《诗刊》上发表作品，很
快就会全国出名，他也是奔着这个
目标去不断创作，于1981年一炮而

红。那时全国知名的诗歌刊物编
辑每天收到的稿件是一麻袋一麻
袋地装，为使作品能脱颖而出，他
打磨出了自己的创作习惯——先
是确定主题，尤其是喜欢自己陌生
的主题，接着通过大量看书，把与
陌生主题关联的概念搞懂，最后提
升、提炼出新的诗歌句式，并不断
修改至自己满意。这种习惯延续
到今天，哪怕是编辑部特约之作，

在正式出版前他也会再三斟酌。
王学芯还回忆及1990年在江

南大学文浩馆举办的一场青年诗
人朗诵会，原本免费进场，因为来
的观众太多，不得不第二场收费2
元/人，第三场增加到3元/人。还
有在马山进行过一次“热气球诗歌
秀”，诗人们的好句被印在蓝底白
字的铜版纸上，从空中播撒向人
群，场面轰动。

“很多人年轻时写诗、发表过
诗，但后来境遇有变，磨灭了写作。”
王学芯谈到对诗歌创作的理解时，
深有感触，“检验一个优秀诗人或者
作家的最重要尺度，恐怕就是写作
的持续性，能够始终不断变化、有所
创新，那是更加难能可贵。”

王学芯将自我创作心路梳理
后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他作品
呈现的三个时期。首先是刷存在
感。他开始写诗是为跻身全国青
年诗人行列，作品不会像现在这么

深刻，但标新立异是肯定的，目标
也实现了，名字频现全国有影响力
的刊物上，获得了诗歌奖、出版了
第一本诗集。其次是求延续性。
当工作多次变动，心境随之变化，
这段时间他的作品很少发表，主要
是写给自己看，尤其是汶川地震
后，他的精力投在援川灾后重建
上，诗歌灵感偶发时不得已只能记
手机上，“手机诗人”称呼不胫而
走。再次就是挑战自己。“近十年
应该是我诗歌最重要的十年，每年

都能出版一本诗集。这十年我越
写越自信，越写越坚定，越写越清
晰，对诗的理解有了彻底性的颠
覆。个人的诗风，格调和品质也彻
底形成，也就是说有了自己的标
识。”他说，在近十年里他恢复状
态、扎实写作、文思舒张，用能读懂
的画面感，拉近作者与读者的距
离，以鲜明化的当代性，在强烈的
现代感中揭示现代人的心态，展示
更多的经验性，争取每一首能让看
到的人都有或多或少的共鸣。

经历过那个“全民爱诗”的年代

个人创作心路可梳理出三个阶段

最新诗作关注着人间情和新工业

扫一扫，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