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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盐都 遇见美

番茄既好吃，又好看，味道甜中带微酸，皮红醉
人，肉粉糯口，可当水果吃，可做菜肴吃，可做番茄酱
佐料用……每逢一年一度番茄红了的时节，我总爱
择日去趟老家尚庄，顺拢一趟番茄公园。一边走亲
访友一边欣赏番茄美景，沉浸在乡人番茄丰收喜悦
之情中，回味老家多年前种植番茄的辛酸和眼前科
技智能化种植番茄繁荣景象强烈对比所产生的淡淡
乡愁……

镇村通公路，千禧年后不久就全面实现了，尚庄
番茄公园地处宽阔平坦的省道旁，从市区 40 分钟的
车程便可到达。尚庄番茄公园里，巨大的玻璃架大
棚鳞次栉比，棚中智能化种植设备一应俱全，一排排
悬挂的番茄稞上吊下一串串或红或黄或绿如玛瑙的
小番茄，让人随手可得。摘一两颗小番茄在手，把
玩，养眼舒心，清水一冲，入口，一嚼，一股甜汁，沁人
心脾……

陪同我们参观番茄公园的是退伍军人王书波，
负责公园的管理工作。说到番茄，他不无自豪介绍
起来。翻开尚庄番茄种植历史，1983 年家庭联产承
包制落地生根，尚南、南吉、丁村等部分村居出现零
星番茄种植户，从此拉开了种植番茄的序幕；1988 年
尚南村（现瑞产南居委会）胥传淮试用大棚种植番
茄，当年亩收入 1000 元，且可以与水稻轮作，收入翻
番还多，至此番茄大棚种植进入第一轮高潮。从

1992 年开始，镇政府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通
过党建引领助推番茄产业发展、全力打造番茄文化
助力番茄产业转型升级，借助与省农科院、高校合
作，试验示范优选品种壮大番茄产业，经过不懈努
力，种植规模一度呈扩张趋势，赢得“番茄之乡”的称
号，鼎盛时期番茄种植规模近万亩。近年来，由于番
茄种植劳动密集性强、人口老龄化和年轻劳动力外
流，镇党委政府审时度势及时调整策略，加大投入，
引进技术，采用智能化+农业模式，开启高标准规划
建设集研发、科普、旅游、销售等于一体的现代农业
园区的新征程，园区以番茄公园为基础，增加农业配
套，新搭建 4560 平方米智能化农业大棚，优化功能划
分，分设科普展示区、种苗检测区、种植采摘区和产
品销售区，凸显品种研发、电商学院等特色区域，全
面打造生态番茄全产业链……

在番茄公园走了一圈，王书波说：“走累了吧？
到我们多功能厅歇歇，喝杯茶。”

走进多功能厅。这里有办公室、电商中心、抖音
平台直播间、特产超市、文化展示、多功能会议室
……坐在多功能厅里，空调凉风吹拂，番茄馨香飘
来，心旷神怡。

王书波很是健谈。他说，刚退伍回来，被安排到
番茄公园工作，一开始也一头雾水，后来多次和镇领
导、农技专家交流，几年工作下来，看到番茄产业日

益壮大和现代化种植的升级，心里由衷地升腾起一
股自豪感；每天穿行在各个大棚，看到一株株番茄秧
苗从生长到开花到枝枝丫丫上结满果，那真是一种
无法言说的幸福滋味……其实我们尚庄种番茄的经
历就像番茄青果到红果的蝶变，青番茄初时是青中
带涩的，后来成熟为红番茄是甜蜜的……

交谈完毕，我注视着荣誉墙上那一帧帧关于番
茄公园的荣誉——“省三星级乡村旅游点”“省园艺
作物标准园”“市现代农业示范园”“市科普教育基
地”……我为老家因番茄赢得如此多的荣誉而感到
自豪和欣慰。

上车返城的刹那，我再次回眸尚庄番茄公园，止
不住感慨万千：尚庄因番茄有了一张自己的水果名
片，尚庄与番茄，相辅相依，相依相成，可以这么说，
一座乡镇的思想，一条乡镇发展的路径，能让番茄丰
盈起来、明亮起来、生动起来；而一镇番茄一旦丰盈
起来、明亮起来、生动起来，会让一座乡镇产生财富
的张力、助力新农村脉搏的律动，镇村经济的发达与
辉煌自然接踵而来！

尚庄番茄别样红，大番茄，汁多甜津，入口香
甜，百吃不厌；小番茄，玲珑剔透，如玉似珠，清脆爽
口，最易让人想起那首《咏番茄》：“琼枝叶茂缀玲
珑，沐雨经风遍体红。海外飞天奇妙果，煲汤佐菜
味香浓”。

尚庄番茄别样红
□ 胥加山

四月的风，轻轻地，仿佛在郁郁葱葱的树上弹奏
着乐曲。

这一刻，我走进“草房子”，走进曹文轩儿童文学的
“油麻地小学”。临近教室前面的水杉林中，美好的乐曲
在流淌，在低回，在萦绕，隐隐约约，似有若无，恍惚迷离。

还有那棵高高的银杏树，在那儿站得笔直、挺
拔。看到它，你瞬间会想到“玉树临风”这个美丽的成
语来。银杏树小巧俏丽的叶子，总是绿得那样的浓
郁、优雅和任性。而恰恰此时，挂在我左耳上的耳麦
里（导游发的）传来了这样一段讲解词：

“各位来宾，我们眼前看见的这座桥实则是当年
为了增添校园景致，增加校园的灵性，由曹桂生校长
（曹文轩的父亲）带领学生们在学校中间开挖了这个
大池塘，在池塘中间架起了这座小木桥。原本是用木
棍拼接成桥面，后来改成了木板，在桥栏杆上镌刻了

‘朝阳桥’字样。由此，‘朝阳桥’就成了油麻地小学的
象征符号。”

学校里的一树一木，均为老校长亲手所种。梧桐

树是用老校长带领同学们，从几十里外的城市公园剪
回枝条培育出来的。池塘里也被老校长养上了鱼，种
上了莲藕。到了收获的季节，老校长用卖树苗、卖鱼、
卖藕的钱，去买办公用品，剩余木料请木工做成课桌。
这就是曹校长当年所创造的宝贵的办学经验——“勤
工俭学”。因此，当年的周伙小学（即现在的油麻地小
学）曾获得省长嘉奖令，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曹文轩的父亲曹桂生，把他火热的年华献给了这
所学校。

因为，植绿、造绿，是别具匠心、慧心与苦心的。
因为，植绿，植于土、植于行、更植于心。
因为，贵在“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一张蓝图绘到

底”的谋划，成在“咬定青山不放松”。
办公室门头题字“江山如此多娇”，是曹桂生校长

临摹毛主席书法作品雕刻上去的。上面的山水画，以
及两旁“克人克己，树人树木”的标语，都是曹校长亲
手所刻。“树木树人”。曹桂生校长凭借很高的艺术造
诣，把绿色的种子种进了青少年的心里，引导他们树

立尊重自然、热爱自然，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我和曹文轩教授见过几次面，和他的妹妹曹文芳

同是盐都作协成员。从与曹文芳的交谈中，从她的文
字中，我听说了不少她父亲的故事，其中，校园植树的
故事尤为感人。曹校长把“扩绿”“兴绿”“护绿”融入
科学教育、劳动教育，创新开展校外的社会实践活
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通过“互动式”“沉浸式”“体
验式”“情景式”教育，引领学生树牢绿色发展观念，学
习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从点滴小事做起，养成节能环
保的良好习惯。他还组织学生参加校园植树，并以此
为题写作文，讲这方面的好人好事，让绿色的种子在
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成长……

油麻地小学，是树的童年，也是人的童年。他们
的父亲曹桂生，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绿色。仅他们一
家，就培养出两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还获得了安
徒生儿童文学国际大奖。他的妹妹曹文芳放在我这
里的《树下的风铃》《石榴灯秘密》《糖河镇的孩子们》
三本书，都与绿色生命相关。

“草房子”植树有故事
□ 邵玉田

一 日 ，忍 俊 不 禁 地 刷 着“ 抖
音”看家人朋友拍的“美颜怪妆”的
小视频，突然目光被深深定格在一
个个底层打工者身上，透过屏幕，
看到他们或在建筑工地或在简陋
工棚或在田间地头……每一个故
事都揪扯人心，每一张抹满污渍风
霜刀刻的面庞，都给人一种疾风中

“劲草”的顽韧和为生活打拼的“倾
尽全力”。这个抖音号的创建者是
我的记者朋友阿薛，而“关注农民
工，关注弱势群体，真实记录他们
的生活状态”正是他的定位。走进

“打工族”群体，深入他们的故事
里，这一群劳动者身上凝聚的那种
踏实肯干的精神，瞬间就醍醐灌顶
般拉升了我的“逆商”。

其实在我们身边，总能遇到那
种虽“身处崖壁”，生命却像山花般
顽强绽放的女子。记得有次，天刚
拂晓与夫赶往汽车站，经过一个卖
烧饼的摊位，摊主是一对年轻夫
妻，丈夫在铁皮炉膛里忙碌地贴饼
翻取，有顾客上前又快速地递饼收钱找零，妻子手底
如飞地揉面擀皮，她身后还用背带背着熟睡中的孩
子。我随口问了句:“你这么辛苦，还带着孩子，真不
容易，你们早上几点起来的啊？”她轻轻一笑道:“我们
凌晨两点多就起来了，孩子太小，把他一个人丢在出
租屋里不放心，我们都年轻，吃点苦只要生活有着
落，心里就踏实。”

小肖是位来自皖北农村的打工者，我是在一次
“嘀嗒拼车”时搭乘他的车子，认识了这位“励志
哥”。他的父母都是忠厚老实的乡下人，他家中兄弟
三人，他明白他的未来只有靠自己去打拼，于是这些
年，他虽没学历却吃得下“苦中苦”，一年 365 天，他的
休息日加起来都不到四天，他就像一个“工作机器”，
白、晚班轮换着在流水线上年复一年地努力工作。
他在家乡为自己按揭贷款买了一套房子，还买了一
辆车，下班后捎带着用“嘀嗒打车”的平台去载客拉
人。当我竖起大拇指为他的拼劲称赞感叹时，他幽
默地来了句：“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一次在湿地公园，看到几位年近古稀的老阿姨，
还蹲在林间花丛，拔草捡拾枯枝败叶，背上的红马甲
上印着醒目的“某某绿化”。一位气质儒雅的老先生
在与她们闲聊，听后方知，她们都是城市周边的农
民，一辈子劳作惯了，最是无法享受那种“四体不勤，
心闲身懒”的日子。在林中干活，老姐妹谈笑间活动
了筋骨，又赚钱补贴了家用，她们乐在其中。

我倏忽间就想起那个爆红网络，已 96 岁高龄还
在夜市卖煎饼的老奶奶，当别人问她，已这把年纪，
为何不在家中享清福，还通宵达旦地摆摊，老人家淡
然道：“我觉得在家闲着挺难受的，就算老了，也要做
点有价值的事情。”人生暮年，竟有这般难得的“活到
老，干到老”的心劲和生活态度，让人肃然起敬。

五一致敬打工者，你们为生活辛苦奔波劳累，每
一滴汗水中都凝着不屈的毅力，每一步的负重前行
都展现出劳动者的风采，你们的埋头苦干撑起的是
一个家，带给人们的却是一种昂扬向上的积极奋进
和不畏艰辛的力量。

每
道
微
光
都
有
力
量

□
李
仙
云

行走在蟒蛇河水上文化生态廊道的无限春光
里，此刻，一路新叶萌发，草地流茵，春花烂漫，暖阳
正好。

一条大河见证沧海桑田，一条廊道道不尽历史
变迁。蟒蛇河拥有悠久的盐运历史，因其形似蟒蛇
而得名。它既承担着两岸灌溉、泄洪功能，也是盐城
人的饮用水源地，是盐城人的母亲河、生命之河。古
往今来，大河汤汤，书写着自己独有的传奇故事，展
现着魅力无边的风景独好。

十四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从蟒蛇河一路追
寻到大纵湖》，文中提到了几首诗，采撷了有关蟒蛇
河的一些人文。其中《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 300 多
年前在龙冈留下的五律，题目叫《视冈门新河》。“万
顷洪荒水，今书入海年。无穷新版筑，有限死金钱。
岸草经秋长，商船薄幕连。往来歌禹绩，翻遣泪潸
然。”龙冈史称“千家居”“冈门镇”，新河则是蟒蛇河
的旧称。这首诗记录了国子监博士孔尚任受命巡视
新官河疏浚工程的一段历史，更表达了孔尚任行走
在蟒蛇河边强烈的忧患意识。“新河潮涌”曾经是“龙
冈八景”之一。龙冈张氏东祠 19 世张权庵曾留下了
气势如虹的优美诗句：“潮涌新河亦壮哉，银涛风卷
听如雷。凤凰桥上凭高望，仿佛身随万马来。”作者

站在古老的木质凤凰桥上，向西眺望，便把蟒蛇河奔
腾的万千景象融入字里行间。

徜徉在这个以里下河人文为底蕴，以沿河乡村
自然生态为特色的蟒蛇河水上文化生态廊道，游历
于丛林滩涂、水府梵境、河堤春晓、河畔人家、怡野红
星、鹭飞池沟等众多景点之间，总让我想起另一张地
图，那是《盐都红色文化地图》。

在盐都，有 80 多处红色遗存遗址，22 个烈士命
名的镇村，而蟒蛇河两岸更是遍布三胡陈列馆、中共
盐城县工委旧址、学富红色文化展示馆、中共盐城县
北宋庄支部成立旧址等红色教育基地。郭猛、杨斌、
还宝奎、朱岐山等革命烈士在这片热土上谱写了一
曲曲雄壮激越、感天动地的革命颂歌，为大河奔涌的
盐都大地增添了亮丽色彩，为后辈们留下了弥足珍
贵的精神财富。鞍湖晓庄村（现龙冈镇晓庄村）人唐
德芳，1930 年春即在蟒蛇河边建立起水府庙党支部，
吸纳鞍湖、中兴、秦南等附近进步人士加入中国共产
党，秘密从事革命活动，让革命的火种在蟒蛇河畔不
断传播扩散。唐德芳烈士牺牲时年仅29岁。

革命英烈血沃大河上下，热血和生命铸就这里
风景如画。游览水上文化生态走廊，我们更不应忘
记这里的一处处红色遗存、一个个烈士事迹，因为岁

月静好绝非天然，那繁花似锦的水上廊道，正是烈士
鲜血的浇灌；大河两岸壮美图画，凝结着先烈们无私
的奉献。怎能忘记先烈们前赴后继地接续奋斗，换
来了今天风景如画的蟒蛇河水上文化生态廊道这块
靓丽的绿色生态名片。

大河缓缓，盛世安澜。迎着和煦的春光，城市骑
行者（Cityride）们酷酷地穿行而过，体验着属于他们
的“诗与远方”。坐拥着萋萋绿地，到处是游人们开
着房车搭起天幕帐篷，把“家”搬到风景秀丽的河畔，
沉醉在蟒蛇河水上文化生态廊道的河光春色里。譬
如表弟一家，假日里，游玩过泾口乐园、草房子、三胡
故里，傍晚把帐篷就搭在了三胡故里的西侧。侄女
在草地上欢快地放着风筝，表弟支起了鱼竿，手里举
着单反，遥遥拍着水上鸬鹚捕鱼、河对岸秀美乡村的
镜头，弟媳安闲地躺在靠椅上读着书。一家人怡然
自得地享受着廊道的生态自然、和谐悠然、岁月安然
的美好春日风光。

春天，沿着大河廊道漫步，“以河串景”让我们
看得见澄净如练的碧水、望得见麦青菜花黄的沃
野，呼吸得到清鲜甜津的空气，感受得到高速发展
的澎湃气息，美丽乡村建设正如大河之水徐徐展
开，尽入眼帘。

漫 步 蟒 蛇 河 水 上 文 化 生 态 廊 道
□ 顾仁洋

王监书 摄

从古到今，劳动，这个闪光的
名词，不因劳作的泥泞而黯然，不因
辛苦的汗水而咸涩。劳动者，这个
朴实的群体，由于汗水的浸染伟大
而美丽。

劳动最美丽。上古洪荒，生产
力极低，劳动环境恶劣，但于《诗经》
里描绘各式各样的劳动状况，轻松
愉悦，颇具情调。如《周南芣苢》里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
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
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小
诗章节回环复沓，反复咏唱，仿佛看
到女子们在山坡旷野劳作，她们边
采摘边纵声放歌，美哉妙哉。

劳动最美丽。唐代诗人李绅
把劳动者的辛劳程度写到了极致：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
中餐，粒粒皆辛苦。”生动逼真地刻
画了在烈日当空的正午，人们依然
在田间辛勤劳作，那一滴滴汗水洒

在灼热土地上的情景。明代冯梦龙有诗云：“富贵本
无根，尽从勤里得。”告诉人们所有荣华富贵皆从艰
苦劳动中创造出来的。除此之外，无论是刘禹锡的

“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还是郑遨的
“一粒红稻饭，几滴牛颔血”，都告诫人们要懂得尊重
劳动者，珍惜那来之不易的劳动果实。

劳动最美丽。生命因劳动而美丽，美丽因勤劳
而精彩。宋代范成大在《四时田园杂兴》中如此描述
农民通宵打稻的情景：“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
响到明。”写出了农民劳动收获的愉快。而他在另一
首同题诗里云：“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
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把那种男
耘田、女织麻、孩童也学种瓜等饶有意趣的农家生产
小景描绘得淋漓尽致，美不胜收。

劳动最美丽。陶渊明是伟大的田园诗人，他酷
爱劳动，甘愿归田务农，也不为五斗米折腰。他的

《归田园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
秽，带月荷锄归”。还有他的《归去来兮辞》：“富贵非
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
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
天命复奚疑”。都是决心躬耕之宣言。官场明争暗
斗、尔虞我诈，岂能与之同流合污？所以，与其“误落
尘网中”，不如“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来得逍遥
自在！来得畅快淋漓，来得无比美丽。

劳动最美丽。劳动教育是“润物细无声”。记得
孩提时，母亲常给我们讲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个
人，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有一回，母
亲有事外出，临行前给他做了一张大饼挂在他胸前，
以便他饿了张口可吃。他边吃边等着母亲回来。可
几天后，母亲回家发现他已被饿死……虽说是笑话，
但告诫我们，不爱劳动的人，真的会越过越穷，穷到
饿死！所以，我们自小就学会了做各种家务、田间劳
动，使自己一辈子平平淡淡、轻轻松松。

劳动最美丽。一个人沉醉在劳动中的样子很唯
美。瞧，风霜雨雪的晨曦里，弯腰清扫垃圾的环卫工
人；酷暑难当的高空中，正熟练地固定钢筋、时不时
用袖子擦脸上汗水的打钻者；骄阳似火的田野里，

“汗滴禾下土”的农人；庄严肃穆的手术室里，救死扶
伤、呵护生命的医护人员……他们是那么的专心致
志，那么的“目中无人”！他们全身心投入一件事物，
近乎痴迷！那种祈诚，那种神韵，那种妙曼，是由内
而外发散出来的光芒，自然而纯粹。他们就是用勤
劳与智慧装点生活、默默奉献的最美劳动者。

古往今来，劳动，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占有举足轻
重的位置。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继
日。美好的生活需要我们用双手来创造，需要奋斗，
奋斗就要劳动，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它们
都是一样的光荣而崇高。劳动最美丽，早已成为人
类历史上的永恒主题。人类的发展由劳动者在推
动，祖国的富强是由全国人民创造的。毋庸置疑，劳
动最光荣，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

劳
动
最
美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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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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