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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姜洪义 宗倩 李祝海

秋分时节，沙沟镇的万顷粮田绿意
盎然，构成一幅丰收的底色。

地处兴化西北部的沙沟镇，全镇水
稻种植面积近5.3万亩，小麦种植面积
近5万亩。近年来，一种可喜的“种粮
热”正在沙沟镇形成：粮食产量连续多
年稳产高产，种田越来越轻松、越来越

“吃香”，种粮农民正成为一种体面的职
业……说起这种“种粮热”的形成，当
地干群都说，这其中沙沟镇农业农村局
负责人王志勇功不可没。

现年58岁的王志勇，1985年担任
当时的周奋乡农技员，三十多年如一
日，像“老黄牛”一样耕耘在希望的田
野上，犁出一方高产粮田，同时用心用
力在田野上解答“谁来种田”“怎么种
田”的时代之问。他先后被评为泰州市
劳模、泰州市“我最喜欢的共产党员”

“最美泰州人”，被授予“中国农技协优
秀乡土人才”，获得农业农村部全国农
牧渔业丰收奖农业技术推广贡献奖。

当机械化种田的耕耘者，
“一条龙”服务让农民种田“一身轻”

千百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是
农民的真实写照。怀着“将农民从辛苦
劳作环境中解放出来”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长期从事基层农技工作的王志勇用
心解答“怎么种田”的责任之问。为
此，他积极探索和推广农业机械化种植
技术，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
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2014年是王志勇推广机插秧的第一
年，当年他就遭遇到意料之外的挫折和
打击。由于管水员的失误，农技站为村
民统育的秧苗部分受损，造成360多户
近千亩秧田的秧苗严重短缺。农时不等
人。王志勇凭着自己的人脉关系向其他
乡镇紧急求援找秧苗。那些日子里，他
白天一个乡镇一个村地跑，晚上一家一
户地上门“打招呼”，凌晨时分一块田
一块田地送秧苗。王志勇日夜兼程，先
后跑了16个乡镇，终于为村民凑足了
秧苗。在找秧、送秧的九天九夜里，他
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极度地疲劳，吃饭
时就能睡着，刚一坐在田头双眼就抬不
起来。

当年，全乡共推广机插秧面积1万
多亩，平均亩产量高达 710 公斤，比

“水直播”高
100 多 公 斤 ，
同时还减少了
人工和化除、
用肥的成本。
第二年，村民
们主动找到王
志勇要求签订
机插秧服务协
议，当时的周
奋乡也因此成
为全市第一个
实现机插秧全
覆盖的乡镇。

王志勇带
领农技人员探
索农业生产管
理社会化服务
组织。他第一

个购进无人机，用于农技“试验田”的
植保与施肥，工效比人工提升几十倍，
每亩药液的使用量由以往的40公斤，
一下降至不到2公斤，既减少了农药的
成本和污染，又提高了防效和粮食的品
质。目前，全镇种田大户购进无人机
40多台。以高产创建为抓手，农技站
牵头成立了金荡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宏迪育秧专业合作社、农喜植保专业合
作社等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农民提供集
中育秧、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机械
作业等种、管、收“一条龙”服务。目
前，沙沟镇共有各类农业服务专业合作
社46家，拥有收割机、拖拉机、插秧
机等各类大型农机875台套，年服务面
积10.21万亩，烘干设备52台套，可烘
干粮食4.86万吨，全镇机械作业面积实
现100%。

在沙沟镇，种粮农户实行了“五个
统一”：统一使用优良品种、统一育供
秧、统一机械作业、统一植保服务、统
一打造品牌。通过机械化作业、集约化
管理，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同时也降
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产出效益。

当新技术的播火者，
“一身汗”换来农民“种粮甜”

日前，在为种粮大户上了一堂加强
水稻后期管理的“晨课”后，王志勇又
穿着随车携带的长筒雨鞋，一脚跨入崔
垛新村的稻田中，仔细观看稻田纹枯
病、稻瘟病、稻纵卷叶螟防治、水稻结
实率等情况。田间地头已成为王志勇每
天的必到之处。

民以食为天，王志勇把农民种粮看
成比天还大的事，“如何种好地”是他
的心头之问。30多年来，他晴天一身
汗、雨天一身泥，把办公室设在田间地
头。除了开会、做软件资料，王志勇不
是在田头，就是在奔田间的路上。

以前，王志勇跑田头的交通工具是
摩托车，宽路、窄路，土路、不平路都
能通行，每年田间“巡诊”的里程有1
万多公里。几年间，他先后更换了4辆

“农技摩托车”。近年来，田间通上了宽
阔的水泥路，他开上了女儿送的小汽
车。像以往一样，雨鞋、雨衣成为随车
携带之物。

频繁地奔波于田间，王志勇心里留

下了一幅清晰的“活地图”：哪块田是
哪户人家种的、田间长势情况如何，心
里一清二楚。一有电话打来，他就能直
奔现场。种粮受气候影响大，越是灾害
性天气越是要冲向田间地头。今年持续
性高温天气，当人们在想办法避暑时，
王志勇和农技人员巡回田间，指导农民
抗高温、搭秋粮丰收架子。12号台风

“梅花”来袭时，他和同事们顶风冒雨
查看田间作物，指导农户采取针对性的
抗灾措施。

“不管有什么难事，我们只要一个
电话，王志勇总是随叫随到、风雨无
阻！”管国辉是时堡村村民，种植200
亩粮田。2016年，他家的秧苗全部受
损，6月2日，心急如焚的他打了个电
话给王志勇告知情况，三天后王志勇就
打来电话说是已落实好秧苗，6月10日
他家的田就插上了秧苗。

提高种粮农民的积极性，首先要让
他们感到“种粮是个有‘钱景’”的行
业。为此，王志勇深挖增产增收潜力，
大力推广测土配方平衡施肥技术，通过
推广有机肥、高效多元复合肥、减氮增
钾、补锌、补硅等技术，稻麦节氮
8.2%、节水 15.6%，每亩省工 1.48 个，
亩增效 132.54 元，全镇年累次增效
662.7万元；大力推广秸秆全量机械化
还田综合稻麦生产技术，年增效益500
万元，在保护了生态环境的同时，也提
高了土壤肥力；创建了“金荡香米”

“湖荡香米”“官河香米”等绿色稻米品
牌，通过品牌化运作提高粮食销售价。
由他实践总结的水稻机插秧增苗减肥栽
培技术得到全面推广，每亩化肥、复合
肥的用量减少了25公斤，五年来，在
全镇（乡）累计推广面积18万亩，稻
谷亩增产 75 公斤，为种粮农民增收
3780万元，亩平210元。他先后组织引
进水稻、小麦新品种30多个，筛选出
南粳9108、南粳5718、扬麦23号、扬
麦25等优质高产新品种，年推广面积
10.21万亩次，年增经济效益1672万元。

只要技术不落后，种粮肯定有“钱
途”。十多年来，无论是原来的周奋
乡，还是合并后的沙沟镇，粮食亩产量
平均比全市面上高出50公斤以上，亩
均纯收入600元左右。

又到一年红薯收获时，崔垛东村的
朱登明今年种植的 20 亩水果型甘薯

“苏薯13”，由薯片加工厂田头收购，每
公斤 2 元左右，亩收益可达 6000 元，
比以往增收3000元。

以前农民种植的红薯由于品种退
化，导致产量和品质的下降。王志勇从
省农科院甘薯研究所引进苏薯和宁薯系
列的水果型、烤食型、叶用型等品种，
以崔垛新村、崔垛东村、斜沟村为核
心，建设5000亩的红薯产业园，实现
产量、品质、效益的同步增长。

当培育新型农民的先行者，
“一片情”激活“一池活水”

金秋时节，连片的水稻田间，剑叶
向天，稻穗开始低头。望着眼前的喜人
景象，种田大户房华山眉间舒展开来。

去年秋收前，通过公开招标，房华
山以每亩1260元的租金，流转了光耀

村圩外2600亩土地种粮。一年下来，
小麦亩收入1570元，水稻亩收入2100
元，除去各种成本，每亩纯收入500元
左右。

房华山流转的田为圩外田，防洪条
件没有圩内田好，因此土地租金相对低
些。而董庄村种田大户张洪超今年6月
初承包的联溪村的120亩农田，亩租金
达1560元，加上以前的粮田，他种粮
规模600多亩。现年55岁的张洪超种
粮多年，他的心里有本账，对于这么高
的租金，他仍觉得有利可图。

在沙沟镇，粮田如今已成为人人争
抢的“香饽饽”，与之相伴的是，新型
农民正成为一种有奔头、且体面的职
业。

种粮农民后继乏人已是不争的事
实。为回答好“谁来种田”的时代之
问，王志勇引导农户实施规模种植，把
粮食生产散户逐步向大户集中，通过新
型农民的培育，解决“谁来种地”的问
题，同时提升规模种田效益。目前，沙
沟镇共有种田大户 231 户，其中种植
100亩以上的有187户，最多的达2100
多亩。规模种植户流转面积4.6万亩，
全镇规模化种植率达87%。他建立了

“沙沟种田大户微信群”，群员“点
餐”，群主“掌勺”已成为这个微信群
的显著特征。为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
建设，王志勇实施“菜单式”精准培
训，着力培养种田能手、农机作业能
手、科技带头人。近年来，他每年组织
农民培训2000人次以上，发放技术资
料8000余份、农情信息23期左右。

农业的现代化离不开农民的现代
化。沙沟镇的种田大户中，有通过培训
技能提升的“老农”，也有市场经验丰
富、资金实力雄厚的“新农”，还有一
批返乡的“智农”型大学生。经过王志
勇的言传身教，他们成为懂技术、会经
营、善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激活了沙
沟现代农业的“一池春水”。仲南村的
韦兆海从南通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农学专
业毕业后在外地打工。听说家乡种粮

“钱景”广阔，前两年，30出头的他辞
职回乡，流转200亩土地种粮，当上一
名新型的职业农民。他购进一台无人
机，为其他农户提供植保和施肥服务，
服务面积近2000亩。无人机打药每亩
收取服务费5元，稻麦两季一般使用约
7次；施肥亩收费10元，全年5次。这
样算下来，一台无人机的年服务费有10
多万元，比他在外务工一年的收入还
多，同时还能照顾到家人。与韦兆海年
龄相仿、经历相似的胡小训，从无锡建
筑设计院毕业后，也是先在外面打工，
两年前回家种了150多亩田，同时购进
无人机为他人提供服务。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让农业更
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这是王志勇
的孜孜追求，也是他的努力方向。

躬耕30多年，犁出一方高产粮田

王志勇（左）正在观察水稻长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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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在她手中延续
——记兴化市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任群

肺癌晚期 性命相托
父亲是戴窑镇新花园村人。2016年

初，一直劳作不息的父亲突然感到身体

不适，出现咳嗽、气急，我们就近到乡

镇医院就诊，被建议到大一点的医院进

一步诊断。我们带着父亲来到位于市区

的兴化市人民医院新区分院，这是一家

专门的肿瘤医院，通过进一步检查发现

父亲不幸患肺癌 IV期，胸腔大量积液，

走路、说话都很费力。突如其来的打击

让我慌了手脚，我不禁心存幻想，也许

是地方医院弄错了，或者基层检查设备

不够先进。抱着侥幸心理，我赶紧把父

亲接到我工作生活的北京，在首都医科

大学北京胸科医院再次进行全面细致检

查，结果与地方医院诊断一致而且病期

较晚，错过了宝贵的手术时机。北京的

专家建议回地方医院保守治疗。我们家

人也遵从就近治疗的医保要求。辗转一

番，父亲又回到兴化市人民医院新区分

院。从此，任群主任、吴祥医生与父亲

成为了医患关系，我也和任主任、吴大

夫结下了不解之缘。

细声问诊 倾心开方
2016年4月，父亲正式在老家兴化

市人民医院新区分院接受治疗。在首次

例行检查中，为了避免我父亲听到沟通

内容影响心情，任主任特别注意，示意

我到一边，向我耐心地讲解注意事项。

每次和任主任沟通，感受到的都是亲

切、细心、专业和真诚。一张纸，一支

笔，任主任娓娓道来，将深奥的医学术

语化为我们普通人能理解的语言，让我

能够透彻地了解到父亲的病情、预后以

及医生下一步的治疗思路。服用靶向药

和化疗期间，父亲需要定期到医院复

诊，任主任和吴大夫每次都会耐心细致

询问身体状况，饮食起居等。因为服用

靶向药有皮疹、腹泻等副作用，任主任

对症下药，最大程度降低靶向药的副作

用，千方百计为患者减轻痛苦，极大提

高了我父亲的生活质量。因为我定居北

京，每年回来的次数屈指可数，再加上

这几年的新冠疫情，更是不便回来探望

父亲，所以关于我父亲的病情，大部分

是通过微信、电话与任主任沟通。不管

是在上班期间还是休息时间，她总是不

厌其烦地接受我的“ 叨扰”。在治疗过程

中，任主任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严格

执行医保规定，用足用活医保政策，帮

助办理特药证，极大降低了医药费用，

让我父亲长期看得起病成为现实。我常

常在想，如果我是一名主诊大夫，能否

有任主任这样的职业精神呢！这些点滴

细节深深体现了任主任为患者着想的高

尚品德，也生动展现家乡新时代医保事

业的新变化。

医术精湛 奇迹诞生
这些年治疗期间，父亲服用靶向药经

历了第一代靶向药易瑞沙到现在的第三

代靶向药奥西替尼，期间还穿插着无数轮

的化疗放疗，从培美曲塞到紫杉醇，再到

信迪利单抗免疫治疗等等，每一次治疗方

案调整的背后都凝聚着任主任的精心诊

治，高度负责的专业精神。记得有一次靶

向药出现耐药，在化疗后效果不明显的情

况下，任主任仔细分析病情，提议到一线

医院再做基因检测以便寻找可能的基因

突变。由于抽血基因检测结果不够准确，

任主任又从中协调，借南京专家回老家诊

断的机会做穿刺手术，力争获得更精准的

基因检测结果。据统计，肺癌晚期患者中

位数生存期为13个月，而我父亲的生命得

到了历时6年多高质量的延续，这个结果

北京胸科医院专家都纷纷表示惊叹。我知

道这些惊叹背后离不开任主任团队对每

一次治疗方案的细致斟酌，精心研究，得

益于任主任和吴祥医师团队的精心治疗。

这一次次的坚持和不放弃，迎来了开花结

果。父亲患病以来，每每遇到治疗瓶颈时，

我心急如焚，也会咨询北京的专家，结果

每次专家拿出的治疗方案与任主任团队

几乎如出一辙。父亲逢人就说：要不是新

时代党的医保政策好，我这病哪看得起

啊；要不是遇到任主任、吴大夫这样的好

医生，我哪能活到现在啊！

清风行医 慈心济世
父亲生病6年多来，在医院得到任

群、吴祥等医生们的悉心关照，但没有

请他们吃一顿饭、喝一次酒、买一次礼

物。也不是请不起，而是“ 请不动”，新

区医院良好的医风和医生良好的医德在

他们这些白衣天使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但也有一次特殊，他们破例收了一回。

那时我90岁高龄的爷爷突发声音嘶哑，

吞咽困难，被多家医院回绝，我们来到

新区医院找到任群主任，检查后爷爷被

确诊为食管肿瘤。这么高龄的食管患

者，考虑到治疗后的并发症，大部分医

生是不敢接诊的。任群主任果断将爷爷

接收进院，并胆大心细地确定了治疗方

案。经过25次的放射治疗，配合药物治

疗，爷爷竟奇迹般地清晰讲话了。治疗

结束后爷爷饮食也正常了，又有质量地

生活了两年。爷爷92岁因突发心梗不幸

离开了我们。为了纪念爷爷，二叔写了

一篇文章《老宅院里的柿子树》，在泰州

日报、兴化日报等媒体上发表，引起了

爷爷和我父亲主治医生们的兴趣，二叔

带了些柿子到医院，他们几个医生愉快

地收下了“ 礼物”，仅此而已。

今年是父亲生病后的第七年，在党

的医保好政策护佑下，在医院医师的精

心治疗下，父亲仍然坚强地活着，虽然

病魔没有消除，身体状况一般，偶尔出

现险情，但都屡屡化险为夷。我为我父

亲遇到任主任这样的团队感到幸运，也

为家乡父老能够足不出户接受到高水平

专家诊疗感到庆幸，更为家乡有这样德

医双馨的医生感到自豪！

医疗保险对于咱老百姓而言意义非

凡：医保是健康的保障；医保是生活的保

险；医保更是生命的守护。正所谓“ 天有

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疾病是人类

健康的梦魇，不仅肆虐人的身体，更折磨

人的精神。也正如老话说的那样：“ 有什

么千万别有病，没什么千万别没钱” “ 穷

人无病就是福” ……话虽通俗，却蕴含了

生活的哲理。但“ 人吃五谷生百病，树有

生疤长节，人有头痛脑热。” 谁又能保证

一辈子不得病呢？从古到今，现实中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的例子不胜枚举，造成了

一幕幕的人间悲剧。而如今有了医保，党

替老百姓铸就了一道健康屏障，让无数的

家庭能够从容面对病魔，对抗病魔，从而

战胜病魔，沐浴在幸福的阳光里。医保，

就像雨天撑起的一把大伞；医保，就像寒

冬升起的一抹暖阳；医保，就像跌倒时伸

出的援手。

吃完晚饭，一家人愉快地坐在沙发上

看电视，电影频道正播放热门电影《我和

我的家乡》，电影由五个小故事构成，第

一个小故事就是关于医保的：生活捉襟见

肘的乡下舅舅因为没钱治疗甲亢而去找葛

优扮演的张北京借钱，张北京为了给舅舅

看病，就决定让舅舅冒充自己，这样就可

以利用自己的医保报销，可惜事与愿违还

是被识破，最终张北京只好用准备买车的

钱给舅舅做了手术，回到家乡，张北京惊

讶的发现原来舅舅也有医保，于是两人喜

出望外的去报销的故事。喜剧大师葛优的

演技爆棚，中间笑料不断，我们看得忍俊

不禁，不经意间瞥了一眼父亲，却看他一

脸的凝重。看完这个片段，父亲不停地感

慨万千：这个电影实在太真实了，共产党

的医保政策可是实实在在的惠及了千千万

万的老百姓，如果不是党的医保，我的这

条老命可能早就没了，坟头草大概都有一

人高了。

听了父亲的一番肺腑之言，我感动不

已：是啊，如果没有党的医保政策，哪有

现在的天伦之乐？永远忘不了去年的国

庆，我和爱人带着儿子回家乡看望爸妈，

老远就看见夕阳下父亲熟悉的身影站在村

口的老榆树下翘首以盼，儿子早挣脱了我

的怀抱，一边奶声奶气的喊着“ 爷爷”，
一边伸出胖嘟嘟的小手往前奔去。我生怕

儿子摔倒，赶紧跟着追上去，一抬头蓦然

发现父亲消瘦得厉害，心里马上一紧，作

为一名医生，出于职业敏感性，我知道这

不是个好兆头，于是就询问父亲有没有哪

里不舒服，父亲抱着他的乖孙子一边猛亲

一边波澜不惊地说：“ 没啥不舒服，我天

天下地劳动的人，身体好着呢，就是饭量

比以前少了，吃得没以前多，人上了岁

数，饭量减少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就当减

肥了呗。” 说完爽朗地笑了起来。看着父

亲消瘦的身形，我觉得事情肯定没这么简

单，决定要带父亲去体检。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开车带爸妈去县

城人民医院体检。一路上，父亲一脸的不

情不愿，觉得身体好好的去体检简直就是

乱花钱。但母亲却觉得定期体检是件好事

儿，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我也在旁

边附和母亲，说我们都在外地上班难得回

家，花钱买个放心也好。见我们都赞成体

检，少数服从多数，父亲也就无话可说

了，只好随着我们去医院体检。

拿到体检报告，看到母亲的指标一切

正常，父亲不禁在旁边揶揄说：“你看，这钱

白花了吧？”可当我看到父亲的体检报告上

那个英文字母“C”的时候，我的大脑一片空

白，感觉时间都凝固了，医院里人来人往，

我仿佛视而不见，脑子里只有不停地反问：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不敢把报告

给父亲看，但“知儿莫如父”，我的表情父亲

都看在眼里，我又怎能瞒得过去？父亲默默

地从我手里拿过报告，反而镇定地和我说：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该来的总会来，

躲也躲不掉，只能面对现实。”看到父亲如

此镇定，我一阵自责：这个时候，我怎么能

够乱了方寸呢？冷静下来后我仔细地查看

体检报告各项指标，判断出父亲应该是胃

癌中晚期，按照这个病情，应该立刻安排手

术。父亲放心不下家里的田地和鸡鸭，又怕

在异地就医影响报销，就想在县城人民医

院开刀。我和母亲商量说不如到我工作的

医院开刀，一来，现在医保可以网上办理异

地就医，非常方便；二来我们医院是三甲医

院，各方面条件都比县城医院要先进；三来

父亲在我们身边开刀，我们照顾起来也方

便。父亲考虑再三，回家就把鸡鸭送给了亲

戚朋友，我们当天就开车回去了。

因为是本院职工，熟悉各种流程，所

以各项手续办理得很快，父亲的手术进行

得也很顺利。因为发现得较晚，还需要进

一步化疗，需要六个疗程。谁知道刚做了

第一个疗程，父亲就不肯去化疗了。我问

起原因，他总是支支吾吾地顾左右而言

他。我觉得事有蹊跷，就耐心地做通了父

亲的思想工作，父亲这才支支吾吾地说：

“我听病房里的病友说，这个病看下来要

几十万，你们刚买房，还要还房贷，经济

上压力也很大。即便你们都在城里上班，

这几十万也不是个小数目，能不能看得好

还是个未知数。再说，我活了这么大岁数

了，也够本了。” 这下我明白了，绕来绕

去原来是“ 钱” 这个原因啊。我赶紧从包

里拿出刚收到的存单，递到父亲手里。父

亲疑惑地接过来，看到上面的数字惊讶地

问：“ 这钱是谁寄给你的？” 我笑着对他

说：“ 这是国家寄给您的，是医保报销的

钱！您不是有农村医保吗？异地就医也能

报销的，新农合能报销很多呢！” 父亲拿

着存单翻来覆去地看，觉得简直不可思

议！直到看到上面自己的名字，父亲的后

顾之忧才彻底消除，终于舒展眉头欣慰地

笑了起来，竖起大拇指夸赞道：“ 要不是

有党的医保好政策，咱农村人哪能看得起

这病？万万没想到，我只交了几百块钱医

保，现在居然能报销这么多钱，我这条命

可是共产党给的啊！这可多亏了国家，多

亏了党的好政策啊！”
听了父亲的话，我欣慰不已：作为一

名医护工作者，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党的医

保政策给广大百姓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保

障，解决了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沉

疴，而且国家补贴逐年增加，报销比例逐

年加大，很多慢性病、重大疾病都纳入了

医保范围。有了医保，老百姓看病难的问

题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让万千家庭的

生活不因大病而受重大影响，更让他们没

了后顾之忧。看着父亲一天天地康复，我

心里一天比一天轻松，心里不由得想起一

句耳熟能详的标语：“ 党的医保进万家，

贴心呵护你我他。”

□付桂泉党的医保进万家，贴心呵护你我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