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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灿谷田，谷穗金黄。青山厚土，风吹谷浪。米香四溢，笑漫山乡。
仿佛一夜之间，岭上的谷田遍野金黄，犹如金色浪花汇成的浩瀚海洋，
又好似秋风托起收获的希望，一下子把山川田野装扮成金光闪闪的丰
收天堂。
农民金灿灿的笑脸，谷穗沉甸甸的脸庞，风儿哗啦啦地弹唱，收割

机隆隆的声响，圆润的小米粒飞扬，哗啦啦，哗啦啦，流淌着金色的希望
……
好一派秋天收割的繁忙景象,好一幅美丽田园的丰收画卷，好一曲

乡村振兴的交响乐响彻山乡!
这是陵头镇养田村秋季的收割现场。

一

第一次听这个村名时，是“杨”田？还是

“羊”田？颇为疑惑。后询问当地群众，方知

为“养田”。

传说，西汉末年，天下大乱。一日，刘秀

带着一队饥肠辘辘的人马来到此村。村里

乐善好施的王员外热情招待，并邀请刘秀

在自家屋里休息。刘秀在这环境幽静、山清

水秀的山村舒舒服服休息后，精神抖擞，便

大声夸奖道：“此地真乃怡养心田之地也！”

后刘秀做了皇帝，人们就把此地叫为“养

田”。

也有人说，北宋皇帝将该村土地赐予

魏王赵廷美守陵的杨家人，而得名“杨田”。

杨家后人祖祖辈辈勤劳务实，将土地养得

地肥水美，故后更名为“养田”村。

听完传说，不管到底哪个更有考据，总

之，“养田”已深深吸引了我的脚步。

问起收成，群众说，“咱老百姓祖祖辈

辈靠山吃山，靠田吃田，可是以前这里土

地贫瘠，大部分是坡地，耕地分布在三山

五岭九道沟，十年九旱，水贵似油，代代盼

水，年年望天收。那时，虽说是养田，却是

一片薄田。村里的青壮年都嫌种地不赚

钱，外出打工了，只有老年人和儿童留守，

大部分耕地处于半荒废的状态。可现在不

一样了，自从来了驻村第一书记张红阳，

我们的坡地薄田真的像传说里的那样，

‘养’成了良田啊！“

听到群众交口称赞，我便想探究一下

薄地变良田的秘密。

二

2021年 8月 10日，驻村第一书记张
红阳带着组织的重托来到了陵头镇养田

村。

农民要致富，乡村要振兴，出路在哪

里？

到村后，张红阳吃住在村，摸村情、解

民意、学党史、抓党建、宣政策、搞帮扶、下

田地、搞调研、化矛盾、兴产业……忙得不

亦乐乎。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纲，粮以地为

本。

养田村的大片土地资源不能荒废！如

何振兴养田村的种植业？成了张红阳和村

党支部书记王向伟，包村干部、镇农业办主

任陈安民时刻挂在心头的大事。

经过走访群众，张红阳了解到，20世
纪 80年代之前，养田村人曾种植过谷子，
但因传统的种植方法太费人力和功夫，程

序很麻烦，譬如：谷子播种发芽后要人工在

烈日下剔苗；快成熟时麻雀经常偷吃，只好

每日守在田里敲盆、打鼓驱赶麻雀，或者做

很多稻草人吓唬鸟雀，或者干脆用呐喊声

驱赶鸟雀，天天如此，直到谷子成熟；成熟

后人工用剪刀一束一束剪穗收割，万一遇

阴雨天气就会霉掉，收割晚了米粒就落入

土里白白浪费了；收割后，还要晾晒、脱粒、

脱壳、碾磨；再加上缺乏水源灌溉，产量又

很低，后来村里人就不再种植谷子了。

听到这里，张红阳眼睛一亮：谷子富含

多种矿物质及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油

酸、亚油酸及维生素，有养胃养血、健脾、降

血糖、滋补等功效。小米熬粥，有“代参汤”

之美称。现代人注重养生，小米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喜爱，如果把谷子产业做

起来，一定能够带动当地的种植

业发展！

经过紧锣密鼓调查研究，最

终，他把目光放到了土地上，结合

养田村的经济、地势、劳动力等各

方面因素，决定因地制宜发展农

业谷子产业。张红阳多次组织村

“两委”干部、村组成员、脱贫户、

群众代表召开关于推进产业项目

发展的会议，征求村民发展千亩

谷子种植项目的意愿与看法，得

到了群众的大力支持。经过充分

调研、征求意见，通过土地流转，

养田村规划了千亩谷子种植产业

基地。

三

要想发展规模种植，种子是

关键、科技是关键。

为此，张红阳和陈安民先到

近处的温泉镇任强农业种植社考

察。在那里，他们了解到谷子耐

旱，在现代化条件下，从播种到收割，浇一

次水、施肥一次、打除草剂一次就可以，很

节省人力，也不用担心麻雀偷吃，适合大面

积种植，如果能浇两次水，产量也随着增长

很多。

初步考察，让张红阳大喜过望，更坚定

了带领群众发展规模种植的信心和决心。

为了觅得良种、寻得科技支撑，他和陈

安民、王向伟决定前往济源市花石村和山

西省等地再次考察，学习经验，取到真经，

找到适合养田村种植业发展的门路。

带着全村人的重托，带着乡村振兴

的希望，他们长途跋涉，不远千里，到山

西省沁县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考察学

习，决心把外地好的经验模式拿回来振

兴陵头养田。

经过对土壤、气候、地势等方面的比

较，他们自掏腰包垫资 6万多元引进了豫
谷 18号优质品种和灌溉用的水管水泵。
2022年 4月，张红阳牵头举办“2022年陵
头镇养田村、申坡村千亩谷子种植基地培

训班”。邀请汝州市农科所副研究员高陆卫

就谷子的历史、耕整地、精量播种、精确施

肥、病虫害防治、田间管理、收获、脱粒烘干

等环节的机械化种植技术进行详细讲解，

为农民干涸的心田播撒着知识和科技的种

子。

“今天市农科所专家的讲解，不仅传授

了先进的种植理念和方法，更增添了我们

种好谷子的信心和决心！”申坡村群众申占

国高兴地说。

专家讲得细致，农户听得认真。科技培

训犹如一场耕种前的及时雨，为千亩谷子

基地的开播擂响了战鼓。

四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

真情。”2022年，村“两委”带头种植谷子。
犁地、平整、播种、浇水、施肥、除草，一条龙

的机械化服务，让这片曾经贫瘠的土地焕

发了勃勃的绿色生机。

一粒粒种子，一点点希望；一垄垄田

地，一份份耕耘；一畦畦播种，一次次柔软；

一行行秧苗，一丛丛绿意。

从顶着露珠的小芽到翠绿的秧苗，挺

拔的秸秆上一条条细长的叶片葱茏可爱。

谷苗就像水浇的豆芽、满月的孩童，一天一

个样，噌噌往上长。慢慢地，顶端长出毛茸

茸、鹅黄色的谷穗，农人们亲切地称之为

“秀穗”。谷穗开始灌浆，一天天饱满起来，

整个谷穗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米粒，叽叽喳

喳、热热闹闹拥挤着、争先恐后要长大，唯

恐辜负了农人的耕耘和期望。

寂静的夜空下，你若蹲在田间地头，蝈

蝈的鸣叫、蛐蛐的吟唱、谷子拔节的“咔咔”

声，不绝于耳，奏响了秋天原野里最美妙的

乐章，让人百听不厌，心潮澎湃。

谷穗成熟了，带着毛茸茸的谷芒，含羞

着低下了头，饱满、低调、沉稳，像极了这片

土地上勤劳朴实的农人。

转眼，坡地变成一地金黄。

金黄的土地、金黄的谷穗、金黄的秋

风、金黄的收获、金黄的希望，黄的高贵，黄

的大气，黄的仿佛张开了天使的翅膀，尽情

去歌唱耕耘、歌唱收获、歌唱希望。

五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如何把满满

的收获售变成金灿灿的真金白银，鼓起群

众的腰包，成了张红阳更加关注的方向。

一定要有自己的品牌。给小米起个什

么名字好呢？他苦思冥想。突然，灵光一现：

陵头养田村既有“怡养心田”之雅称，何不

就叫“养田小米”？

有了名称，还要设计包装、设计产品商

标。掌心里黄澄澄小米、脚下的黄土地给了

他灵感，就选金黄色、土黄色的包装底色，

最朴实淳厚。

金黄的“大圆”代表团圆美满，一圈金

黄色的钱币图案组成的“小圆”代表带领群

众致富奔小康，中间一个传统的金色“福”

字承载着所有人的幸福、福禄安康。“养田

小米”四个醒目的大字、“汝州陵头”红色小

字、“乡村振兴”红色引领、为人民服务的旗

帜高高飘扬……

包装背面简介里，方正的中国字记录

着陵头镇丰蕴的文化底蕴：陵头镇是唐代

食疗鼻祖孟诜的故乡，他曾在陵头镇鹿台

山一带隐居期间编著的《食疗本草》中写道

小米为：“陈者治痢，甚压丹石热……”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张红阳将农户的

农副产品信息，发布在汝州市公安局的“平

安汝州”微信群中和市区各小区微信群，建

立 20个接龙微信群帮助农民销售农副产
品，积极联系销售路子，帮助农户增加收

入。客户订货后，他亲自开着车带着农户一

家一家送货。他还学会了制作抖音，将“养

田小米”推介到“抖幸福”抖音平台电商站，

拓展销路。村委会、过往车辆众多的十字路

口、城区的超市……都成了张红阳推销养

田小米的平台。

为激发群众发展谷子产业积极性，

2023年 6月 2日至 4日，张红阳会同村
“两委”成员在周六、周日加班加点，利用

下雨天群众不能下地收庄稼的空闲时间，

联系河北祥穗粮食贸易有限公司，冒雨将

养田村谷子种植户现存的谷子按照市场

最高价全部售出。今年谷子收获后，该公

司依旧按照市场价全部回收，减少群众收

获销售难的问题。下步将与该公司签订合

同，委托该公司加工养田小米，争取使养

田小米能够尽早上架在市场和电商网络

销售。

2023年 6月 6日，陵头镇养田村村委
会员内院内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张红阳、

王向伟以及村两委会委员正在忙碌地给

群众发放着新一年的豫谷 35号谷种和去
年卖谷子的款项。数着真金白银，村民们

一个个喜笑颜开，说：“眼下正是播种的最

佳时机，领了谷种，回去马上开始种植！”

群众一个个欢喜而去。

2023年 6月 7日，养田村召开养田片
产业发展会议，陵头镇党政负责同志就乡

村振兴和养田片产业发展提出指导性意

见。2023年 6月 9日，张红阳到养田村谷
子地和禁烧卡点持续工作，以时不我待的

紧迫感和责任感，发挥好驻村帮扶助力乡

村振兴作用……

六

为了解决养田农田灌溉问题，张红阳

把目光转向了昔日的“胜天塘”。“胜天塘·

红旗站”储水塘是 1975年建设的，长宽各
50米，深 7.5米，面积 3.8亩，总容水量为

1.75万立方米。后因从马庙水库往储水池
注水，干渠较长，引水不畅，需要提灌，增加

了用水成本，致使“胜天塘·红旗站”储水池

一直处于弃用状态。

张红阳不止一次把目光深深聚焦到

“胜天塘”。他围绕水字做文章，循着水路找

发展农业的新路子，决心加强农田水利基

础设施建设，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充分

利用土地资源，借助启用现有的水利配套

设施“胜天塘·红旗站”储水池，拉动农业产

业发展，促进养田乡村振兴。

他协调村镇、公安、乡村振兴、水利、电

业等部门，积极申报养田村千亩谷子种植

灌溉项目。市乡村振兴局等部门到“胜天

塘”储水池实地查看，积极推动“胜天塘”储

水池修复工程开工建设。

5月份胜天塘修复项目开工。经过几
个月的建设，目前项目已经竣工，空置多

年的“胜天塘 红旗站”储水池注水重新

启用。

“遥望库水绕山川，喜观塘水灌良田”。

昔日胜天塘，今朝换新颜。涓涓清水溢满

塘，汩汩流淌着养田村农业丰收、乡村振兴

的希望。

砥砺奋进、乡村振兴、致富小康的画卷

徐徐拉开。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在陵头镇这

片厚重的大地上，这些勤劳博爱智慧的人

们，在为人民谋福利、为乡村谋致富的道路

上，扎根大地、脚踏实地绘就了一幅丰收满

园、遍野米香的喜人篇章。

土地还是那片土地，陵头养田人民

用智慧、科学、勤劳、开放、深情种出黏糊

糊、香喷喷、暖洋洋、益脾健胃、滋阴养

肾、溢满乡愁的健康食品。以小米为媒，

用情用力，走出了一条特色谷子种植乡

村振兴之路，原本磕磕绊绊贫瘠粗糙的

荒岭，凤凰涅槃，成了米香四溢、硕果累

累的幸福山乡。

乡村振兴战鼓擂，千叶万穗迎风飞。遍

地金黄千层浪，养得良田富山乡。

（孙利芳，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

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

会员、汝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院

自然资源系统作家研修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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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甸甸的谷穗

郭亚伟 摄

▲养田村驻村第一书记张红阳（右）和农户一起查看稻

谷长势

宋乐义 摄

鸟瞰“胜天塘·红旗站”储水池 郭亚伟 摄

▲谷子喜获丰收

郭亚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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