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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田间地头处处洋溢
着丰收的喜悦。国庆前一天，江阴
市周庄镇长寿村的稻田里响起了

“隆隆”的轰鸣声，三台联合收割机
来回穿梭，颗粒饱满的稻谷源源不
断地被送进运输车，一片繁忙的丰
收景象。

“今年合作社的50亩早香粳
收成不错，经过烘干等流程，国庆
期间端上了市民的餐桌，因此也被
称作‘国庆稻’，很受欢迎。”江阴市
雪峰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程雪
峰说。今年45岁的程雪峰从小受
父辈热爱土地的影响，毕业选择回
乡创业。

程雪峰先是买了两台联合收
割机从事跨区作业，慢慢扩展到农
机配件、农机修理，创办农机配件
经营部。在尝到了农机作业省时
省力的甜头后，程雪峰联合几位农
机手、种粮大户于2010年成立了
集粮食生产和农机作业一条龙服
务、农机配件经营和维修服务于一
体的雪峰农业专业合作社。从此，
带动周边农户走出了一条从单一
农机作业向多元化、专业化、品牌
化的发展道路。

如今，在合作社的水稻田间，
很少看到奔走忙碌的农民，取而代
之的是一台台大型农机，在专业人
员的操作下完成各项工作。回忆
起这十年来农业生产方式翻天覆
地的变化，程雪峰感慨不已：“十年
前以人工作业为主、机械作业为
辅。当时，耕田用的是小拖拉机，
收割只有少量机械化、大部分都是
人工。一个人一天也不一定收得
完一亩地。现在，一天一台收割机
可以收五六十亩。大型拖拉机一
天可以耕100多亩地。”

作为合作社的带头人，程雪峰
带着农民一起下田一起干，向着农
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走出
了一条金色的稻米之路。十年来，
合作社打造“苏米传奇”品牌文化，

年营业收入1000多万元。合作社
每年都在引进新品种、学习新工
艺，产出的大米先后获得“第九届
江苏省农产品展销会畅销产品奖”

“第十届江苏省农产品展销会最佳
创意奖”“寻找江苏最好吃的大米
暨第二届江苏百姓品米节特等奖”

“无锡市首届好大米评比金奖”等
荣誉。就在上个月，“苏米传奇”品
牌还被评为第三届无锡市十大农
产品品牌。

程雪峰也先后获得全国农机
使用一线“土专家”、江苏省劳动模
范、江苏省乡土人才“三带”能手、
无锡市最美新型青年农民等称
号。但在他看来，这些荣誉都不如
一声“米哥”来得亲切实在。由于
从事大米产业较早，很多人都称程
雪峰为“米哥”，叫他老婆“米嫂”，
有了“米哥”“米嫂”，就有了“米娃
农学院”。首批“国庆稻”开镰收割
时，“米娃农学院”共建单位之一江
阴市长寿实验小学的孩子们也来
到田间地头体验了丰收的喜悦。
通过参观收割场景、小小讲解员讲
解“米的一生”、制作饭团等，孩子
们更直观、深入地亲近土地，了解
农耕文化。“‘米娃农学院’一年四
季有插秧节、玉米节、丰收节等很
多农事活动，我们把课堂延伸到田
间地头，让孩子们感受农耕文化的
同时，也感受到我们现代农业天翻
地覆的改变。”程雪峰说。

（晚报记者 潘凡/文、摄）

无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十年来，无锡生态环境质量实现
跃升，清新亮丽的生态画卷铺陈
在太湖之滨、山水之间。沈伟生
于新安的一个小渔村，从小就跟
着父母在太湖里捕鱼，那时起，
他便与太湖水结下了不解的缘
分。十年生态治理，他是亲历
者，也是见证者。

漫步于大溪港湿地公园，鱼
翔浅底，风景宜人，吸引了不少
市民前来休闲和娱乐。“这片区
域原来是一个渔村，当时我们村
里有两三百人，主要从事渔业捕
捞和水产养殖。这一片十年前
是一个一个的鱼塘。”沈伟说，后
来，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这一片
鱼塘变成了湿地公园。

野生鸟类对环境的变化非
常敏感，鸟类是生态环境的“晴
雨表”和“监考官”。看着成群的
鸟类从身边飞过，沈伟自豪地告
诉记者：“这十年来，经过不断地
保护和提升，我们这片湿地公园
里面，大约有 150 多种野生鸟
类，其中还有类似于青头潜鸭、
黄嘴白鹭等极危鸟类。”

为了守护太湖，无锡始终全
力以赴。今年上半年，太湖无锡
水域水质15年以来首次达到Ⅲ
类标准，各项水质指标均创
2007年以来最好水平。好成绩
的背后有一群默默付出的守护
者，他们就是沿太湖蓝藻打捞队
的队员们。黝黑的面庞、熟练的
开船技术，让人一眼就能看出他
们曾经是太湖边的渔民。大部
分渔民在退捕之后，为净化太湖
水质而再次上船，从原来的渔业
捕捞者转变成一个生态的守护
者，一身过硬的船上功夫有了新
的“用武之地”。

在大溪港蓝藻打捞平台，沈
伟遇到了一群同村人。乘上蓝
藻打捞船出发，乘风破浪的感觉
让沈伟感觉尤为熟悉，仿佛回到

了童年快乐的船上生活。同船
的周师傅手上打捞工作不停，脸
上也满是笑容，他告诉记者：“退
捕之后，我们不用风里来雨里
去，只要上下班，收入也稳定
了。看着这里的湖水一天天变
清澈，我们干起活来挺有成就
感，生活富足、有意义。”

从“打渔人”到“打捞人”，不
变的是工作地点，变化的是生活
方式。他们守护太湖的美丽，而
太湖也守护着他们的生活。一
方水土养一方人，曾经以船为家
的渔民们，如今都住进了崭新的
安居房，在岸上开启新生活。在
沈伟的带领下，一行人来到了新
安佳苑，小区里有着成片的绿
植、完善的休闲设施，住户们三
三两两聚在一起，谈笑风生，一
片祥和。走进退捕渔民老许的
家中，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现
代化的装修风格不禁让人眼前
一亮。“这就是我们新安的安居
房，也是渔民上岸后居住的地
方，这么漂亮的居住环境，我们
以前想都不敢想。”

十年来，渔民的生活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了稳定的
收入，美好的居住环境，幸福指
数也随之越来越高。太湖美，
美就美在太湖水。如今，太湖
悄然蝶变，湖岸边处处公园、满
眼绿意。抬头，是醉人的“无锡
蓝”；四顾，是怡人的“生态绿”。
生态美，才是真的美，良好的生
态环境是美丽无锡建设的“绿色
基底”。

（晚报记者 殷婉婷/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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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不过太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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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在希望田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