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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尚营

夕阳下，63 岁的徐善新站在田野里，望着洪水中毫发无损
的水生蔬菜，略显自豪的目光里，都是自己 20 年前的样子。

作为曾经的作家——— 现在他的主要身份变成了“避灾农业”
专家——— 徐善新也许会觉得，记者写他的这句话太过矫情，但他
20 年在水生蔬菜领域付出的艰辛，以及这些努力的成果在洪涝
灾害中的出色表现，让人不得不心生感慨和敬意。

“水涨菜高”，基地在洪灾中安然无恙

“暴雨倾盆的日子，白天我坐在阳台上看雨，夜里可以枕着
雨声入眠，不担心我的基地会被淹掉。”在徐善新的博客里，他这
样描述自己在大雨中的心境。

但很多种植户却在不安和焦急中度过了这个梅雨季。
6 月 18 日入梅以来的强降雨，导致安徽安庆、宣城、六安等

13市不同程度受灾，许多地方成为一片泽国，全省农作物受灾
面积超过 1500 万亩，绝收面积超过 500 万亩。

大雨中，在安庆市宜秀区大枫村，徐善新的山泉水生蔬菜研
究所基地是另一番景象。

“所有蔬菜、粮食都长在水面上，‘水涨菜高’，加起来有近 40
亩，全都没有受影响。”徐善新说。在基地废弃的老办公用房上，
洪水留下的印迹还清晰可见，“整个基地路面全部被水淹了，大
概有四五十厘米深吧，我每天都只能蹚水进来。”

在徐善新的手机里，还留着当时拍摄的照片，水生芹菜、无
土水稻等，浮在水面上，而相邻的稻田，已经被水淹没，变成了一
片汪洋。

如今洪水已经退去，在大枫村，其他村民用常规方式种植的
水稻等农作物，由于长时间被水浸泡，加之 7 月中下旬的连续高
温，叶片、叶尖已经大面积发黄，减产已成定局。

徐善新的基地在这次洪灾中表现出的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让
人惊讶，没有任何损失，“还发了一点洪灾的财，因为大雨过后，很
多蔬菜都涨价了。”徐善新说，身边的朋友以前不太理解他的做法，
但现在看到了自然水体无土种植技术带来的好处。

洪水中，徐善新写了一首诗：“雨鞭虐长江，林稍鱼虾游；我
与洪水盟，水面辟田畴；东湖种稻麦，西湾浮芹藕；脚下飞绿云，
肩上立白鸥。小技传天下，月明蛙声稠。”

弃文从农，一个作家的田园梦

许巧梅在山泉水生蔬菜基地已经工作了 17 年，68 岁的
她现在已经非常熟悉水生蔬菜的种植和收获的过程。

“刚开始到徐总基地来打工的时候，以为他就是个农民，
后来才晓得他原来还是个作家。”许巧梅说，她没想到一个文
化人种菜能种出这么多花样，还种得这么好。

20 年前，徐善新自己也没有想过今天这样的场景，当时，
他引以为傲的还是自己的作家身份。徐善新从上大学时就开
始发表作品，出版长篇小说、报告文学等专著五部，发表短篇
小说、散文等 100 多万字。

“我出生在皖北的宿州市灵璧县，大学学的是中文，毕业
后当过教师，在芜湖市政协工作过，后来到海南文联，再后来
到广西做记者，写作一直是我的爱好。”徐善新说，当年在广西
采访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水生蔬菜，“安徽既有长
江，又有淮河，水患严重，如果能攻克水生蔬菜的一些关键技
术，既能化水患为水利，又能造福一方百姓，还能挣钱，为什么
不试试呢？”

抱着这样的想法，1996 年，徐善新来到安庆，在离长江不远
处的乡下找了一处低洼地开始种菜，实践他的“避灾农业”梦。

尽管家人不太理解，但犟脾气的徐善新还是坚持了自己的
决定，“人这一辈子能做点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也算没白活。”

从没接触过农业的徐善新第一步是学习，他买来各种农
业书籍，从最基本的学起。然后开始拜师学艺，他到苏州找到
了著名水生蔬菜专家——— 苏州市蔬菜研究所所长鲍忠洲，刻
苦钻研水生蔬菜生产技术。

初到安庆，徐善新豪气干云，他写下一句话：“万亩田野，
是我的稿纸，起伏的绿浪，是我的诗行。”但很快，一系列的打
击接踵而至。

徐善新研究的高山反季节茭白虽然成功，但由于缺乏和
当地人合作的经验，技术没有转化成效益，反而赔了钱。加上
在此期间出了两次车祸，徐善新欠下了不少债。

回忆起那段痛苦的时光，徐善新用特别文艺的方式来表
达：“在眼泪里闭关，在困境中破壁。”

茭白遇阻，徐善新开始把重心放在其他水生蔬菜的研究
上。我国的水生芹菜原本不能在炎热的夏季生产，徐善新花费

数年时间，优中选精，做到水芹菜四季收割，每年仅此一项，收
入几十万元。

“我说的‘避灾农业’，一定不是指这一次洪水，而是全方
位、可持续的避灾。”徐善新说。

想打造不惧洪水的“韧性村庄”

如今在徐善新的水生蔬菜基地，水芹菜已经不是唯一的主角。
“水芹菜让我挣到了钱，解决了生存问题。然后才有精力

有资金去研究其他的水生蔬菜，免费转让技术，到全国各个地
方指导其他人种植。如果你自己饭都吃不上，还谈什么理想
呢？”已经从困顿中走出来的徐善新，开始尝试在水面种植黄
豆、辣椒、水稻、小麦等“作品”，相继获得成功。用他自己的话
来说，他已经走出水生蔬菜的框框，开始构造水上家园。

“水面上种水稻和小麦，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但的确可以
做到。”徐善新去年试验性地种了两亩无土水稻，没打农药，其中
有一部分技术上出了点问题，最后收了 900 斤稻谷，“大部分都
送给亲戚朋友了，水面生长的大米透明度高，吃起来也特别香。”

徐善新今年在水面上又种了 200 平方米的无土水稻，他

想要攻克水稻倒伏的问题，从目前的情况看，不管是洪水还
是大风，都已经平稳渡过，基本达到目标。“去年我还在水面上
种了 10 平方米的小麦，收获了十几斤，非常难得，今年还会
多种一些，未来可以大面积推广。”

打开了水生农作物大门的徐善新，开始不满足于此。
在他的基地里，有两样特别的自制装置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我也没想好名字，一个暂且叫自动施肥系统，可以节省

劳动力；一个叫水面自动旋转花园，将曝气、增氧、净化灯融
为一体，完全可以取代增氧机。”徐善新说，这两套装置都是基
地独有，“根据水生蔬菜的特点，我自己琢磨研究出来的，效果
特别好，现在都准备申请专利。”

随着研究所基地的日趋成熟，今年的洪水让徐善新有了
新的想法，在洪涝严重的地区，“韧性村庄”应该是未来可以发
展的方向。“所谓‘韧性村庄’，从‘韧性城市’演变而来，简单地理
解，就是农村提高防灾抗灾能力，在低洼或者水患严重的地
区，通过‘避灾农业’来实现这个目标。”

8 月 3 日，徐善新告诉记者，受人之邀，他要去北京和辽
宁，开始教人水面种菜之旅。“写诗江河上，作画碧波中，这应
该是我后半生的生活。”徐善新说。

本报记者宫喜祥、冯杰

“啪嗒”一声，一滴热泪沿着老人的笑纹婉转流下，目光似乎
穿透了时空，对母亲慈爱义举的思绪、对父亲军人气质的憧憬、
对断腿红军老战士演讲时的震撼回味，让眼前这位“全国拥军模
范”的表情瞬间凝固。十几位“兵儿子”围着这位“兵妈妈”，静静
地沉浸在老人的追忆中……

7 月 28 日，记者在泰山脚下的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财源街
道办事处英雄山社区一栋居民楼里，慕名见到了 69 岁的老党员

“全国爱国拥军模范”贾美荣。回忆拥军奉献的一生，她感人的笑
声环绕不断。

女兵梦碎 发誓嫁给“兵哥哥”当军嫂

1947 年，贾美荣出生在山东泰山南麓的宁阳县某部家属大
院。父亲是一名军人，母亲是位随军家属。

从小在部队大院，听惯了嘹亮军歌，看惯了绿色军营，小美
荣梦想有一天，也能穿上军装，戴上军帽，扎着小辫子，昂首挺
立，英姿飒爽。

打小，小美荣看着母亲为战士们忙碌，拉家常，补衣裳，纳鞋
底。无论是去基层连队探亲，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搬到泰安军分区
的家属院，母亲为战士们做好事都是远近出了名的。

母亲一生善待他人、慈祥爱兵，对小美荣影响很大。街坊一
名孤寡老爷爷，重病卧床，非亲非故的母亲主动照顾他，端屎端
尿，直至终老。一个名叫“小蚂蚱”的智障孩子，无人照料，母亲在
大院门里搭了一间房，照顾入微，直到成年。耳濡目染之间，慈善
爱民的种子，埋在小美荣的心田。

1994 年，母亲去世，贾美荣无意中得知：在上世纪 80 年代，
母亲去世前，每月都会从微薄的 50 块工资中节省出一部分钱，
资助一名叫“大海”的贫困学生。在那个物质条件比较匮乏的年
代，母亲省吃俭用只为帮助别人的义举，深深地影响着小美荣。

“想当兵”的火苗一直在小美荣心中燃烧，即使在学校演话
剧，她也争着挑当兵的演。但造化弄人，十年浩劫开始后，贾美荣
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姊妹们自然成了“黑五类”，她的女兵梦未
能遂愿。

当不了女兵，贾美荣发誓嫁人就嫁“兵哥哥”。
在工厂当化验员时，18 岁的贾美荣亭亭玉立，提亲的人很

多，“大学生、国家干部、医生、火车司机，还有煤企老板的孩子，
哪个条件不好？可我一个也没见。”直到有一天，经人介绍她见到
了现在的丈夫、当年临沂驻军军人李务银，两人一见钟情。1969
年，贾美荣如愿以“军嫂”的身份再次住进了军属大院。“非军人
不嫁，这是圆了我自己的梦，也是最好、最直接的拥军。”她发自
肺腑地说。

孩子还没出生，她就和丈夫取好了名字，不管男孩女孩就叫
李兵。儿子李兵长大成人后，既幸运又争气：参军、受奖、立功、入
党。女儿李玉长大后也像母亲一样，嫁给了一名军人。

军营情愫 天南海北都有战士喊她“兵妈妈”

1986 年，当丈夫老李提出把儿子从外地调回泰安时，李兵
说啥也不愿意。除夕之夜，带着几分疑惑的贾美荣来到儿子所在
的武警东营支队直属一中队。短短一天，严谨自律的部队作风、
同甘共苦的战友情谊，一下子让这位“40 年代的军人女儿、60
年代的军人妻子、80 年代的军人妈妈”感受到：部队军营是铁打
的磁场，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孩子们是好样的。

贾美荣十分感慨，把母亲对兵儿子的期望，家属对部队的感
激，用发自心底的真情实感，当晚写成《孩子为什么留恋部队》一
文，发表在《解放军报》上。谁料想，就这么一篇随笔，却拉开了贾

美荣 30 年“拥军史”的序幕。
贾美荣开始收到来自战士们的来信，最多时一天能收到

200 多封。孩子们在信中介绍自己在部队的生活，一些不敢跟
家人说的话，就跟她交流。贾美荣为自己立下了一条规矩：给
战士回信不过夜，最多时一晚上她要写 16 封，常常写到破晓。

就是这么一封封信，招回了守边战士小王的媳妇、熄灭了
战士小徐因为父亲被人打伤产生的怒火、把战士小尹从烦扰
的家事中解脱出来、抚平了女兵小许痛失双亲的心灵创
伤……来来往往的鸿雁传书，让许多战士找到了慈母般的大
爱，贾美荣收获了越来越多的“兵儿子”。

战士小徐得知父亲被邻居打伤后，决定以暴制暴。贾美荣
在信中劝阻他：“咱可不能做出那样违法的傻事来，要不你爸
爸也会痛心的！”一封又一封，接连写了 12封。写到第 6封的
时候，恰逢中秋前夕，贾美荣生怕小徐请假回家，晚饭也顾不
上吃，连着写了几个小时，低血糖的毛病袭来，豆大的汗水滴
在纸上，洇得墨水到处跑。老伴劝她别管了，但她说：咱不能眼
看着孩子干出傻事，毁了前程。墨水乱舞的“天书”触动了小
徐，抚平了他的冲动。小徐后来逢人赞叹贾妈妈“不是亲人，胜
似亲妈”。

常年鸿雁传书，对当时只有不到 300 元月薪的普通工人
来说，邮资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附近的邮局知道了“兵妈妈”
的故事，内部有了一条不成文的拥军新规定：贾妈妈的拥军信
永远不超重。

1995 年，驻泰部队某团一级战斗英雄的孩子赵军不幸得
了白血病，昂贵的医疗费用让这个本来不幸的家庭雪上加霜。
贾美荣知道情况后，像家人一样坚守在医院，照顾病儿，并动
员家人拿出部分积蓄资助鼓励他们战胜病魔。当军属们看到
这位素不相识者胜似亲人，感动得热泪盈眶，纷纷跷起大拇
指，称赞贾妈妈情怀高尚。

贾美荣的真诚付出，赢得了部队战士们的尊重。来自全国
28 个省区市的众多部队战士和她联系，孩子们亲切地称她为
“兵妈妈”。

大爱无疆 不断拓展拥军队伍拥军平台

拥军家风代代相传，在大姐的影响下，贾美荣 5 个妹妹中
有 4 个嫁给了军人。这个大家庭中，三代共 14 位军人、9 位军
嫂，一家人全都加入到拥军和做公益的队伍中，成为名副其实
的“拥军大家庭”。

在贾美荣的感召下，更多的“母亲”汇集到拥军队伍中。
1995 年，贾美荣成立“拥军妈妈队”，累计自筹拥军费用达十
万余元，进军营数百次。泰安市民政局副局长陈维文，清晰记
起他任职武警部队某部指导员时地方拥军进兵营的情景：每
逢周末，贾美荣等“兵妈妈”们拥进兵营，为战士们送书、送毛
巾、洗衣服，此情彼景，历历在目，“几十年没变化，真正的拥军
情怀啊”。

很多拥军妈妈的事迹在驻泰部队中广为流传：邱温芳，一
位带着心脏助搏器的“兵妈妈”；季茂莲，一位患乳腺癌的“兵
妈妈”……她们扛病来到战士们中间，嘘寒问暖，以自身经历，
鼓励他们正确面对困难和挫折。

1998 年中秋节，当拥军妈妈们得知武警战士小童和小李
的南方老家发洪水，房子被冲垮，鱼塘养的鱼被冲走，小李母
亲还患上严重的血吸虫病……妈妈们当场就捐出随身携带的
2000 余元，并发动更多的热心人为他们捐款，两个战士泪流
满面。贾美荣又联系当地民政部门，为小李病危的母亲提供免
费治疗。当年年底，两位战士因工作突出，都被评为“优秀士
兵”。南方军属们为拥军妈妈们邮来了成袋的特产莲子，送来
了“洪水无情人有情”的锦旗。

2002 年，贾美荣又与妹妹一起成立婚介所，义务为大龄
官兵牵红线、搭鹊桥，帮助上百名军人喜结良缘。2004 年，她
与儿子李兵共同创办了全国首家拥军旅行社。旅行社成立当
天，她组织 23 名来自军队的离退休干部、军烈属、伤残军人等
新老功臣，免费到孟良崮战役旅游景点参观。

女儿李玉创办实业，优先招收安置军嫂和下岗工人，免费
为部队培训摄影人才，先后向部队捐赠照相机 30 余台，义务
为 3500 余名新兵拍摄“戎装第一照”，为 1000 多位退伍老兵
制作相册合集。

2014 年，在泰安市民政局支持下，泰安市第一个社会拥
军优抚组织——— 贾美荣拥军优属服务中心成立，90 余人现场
签订爱心资助协议，为军人军属提供多种形式的社会帮扶和
资助。截至目前，已有 30 余名军人子女领取助学资助金。

随着时代的进步，贾美荣的拥军路也变得更宽，方式更
多，书信拥军、电话拥军、网络拥军，沟通方式与时俱进。谈起
今后的打算，贾美荣希望拥军优属服务中心这个平台，能够带
动社会更多的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家加入到拥军和公益慈善
队伍中，成为强军梦、拥军情的忠实践行者。

情满泰山 “火种”燃起社会拥军热情

贾美荣常说：“拥军也要与时俱进，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
形式，但始终如一的是要有一颗妈妈的心。”

贾美荣曾在全国创下 5 个纪录：1990 年率先开通“军人服
务热线”；1995 年成立首支“拥军妈妈队”；2001 年创办首家拥
军旅行社；连续 49 年走访部队；27 年与战士们欢度春节。

近 50 年来，她进军营做报告数百次，收到全国各地官兵

来信 1 万余封，结缘 2000 多名“兵儿子”，经她教育鼓励的战
士，先后有 1000 多人当上了连队骨干，120 余人考上军校或
提升为军官；她还为数百位官兵介绍对象，100 多位已喜结良
缘。目前，贾美荣拥军优属服务中心正通过线上线下双向活
动，让全民参与双拥共建活动，“互联网+”的拥军新思维，影响
到 50 多万人参与广泛的拥军互动。
贾美荣的拥军义举，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充分肯定，泰安市

双拥办赠送贾美荣的一方金匾上写着：“引线情牵子弟兵，电
波倾注慈母情。”她还曾作为山东省唯一的拥军模范代表，参
加了全军“庆祝建军 80 周年暨全军英雄模范代表大会”，受到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在座谈会上代表拥军模范做
了典型发言。

在贾美荣的影响下，一大批拥军和公益组织雨后春笋般
地冒出来。2010 年，贾美荣带领成立的“泰安市双拥志愿者队
伍”获得“山东省拥军社会化十佳单位”荣誉称号；2015 年，

“泰安市贾美荣拥军优属服务中心”被山东省人民政府授予
“山东省基层双拥模范单位”称号。

作为泰安规模最大的公益组织，泰山爱心人慈善协会会
长高红梅介绍说，在贾妈妈的感召下，5000 多名慈善志愿者
常年奔波在泰安城乡，为现役军人家属及部分困难伤残老兵
送温暖。

多年来，泰安市推进典范带动，大力开展部门拥军、行业
拥军、社区拥军、“两新”组织拥军，双拥工作在军民深度融合
中实现新跨越，分别于 1994 年、2000 年、2003 年、2007 年、
2012 年、2016 年六次被国家命名表彰为“全国双拥模范城”，
下属 6 个县市区实现了“全省双拥模范县”满堂红，正呈现出
新时期泰安社会化拥军的“多彩画卷”。

没当上兵，却成了成百上千战士的“兵妈妈”
记像慈母般的山东泰安“全国爱国拥军模范”贾美荣

▲ 7 月 28 日，“全国爱国拥军模范”贾美荣（前排左二）的“拥军大家庭”以及山东泰安拥军公益组织的部分代
表在泰山脚下的住处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冯杰摄

“我的农业基地不怕涝”
一名作家变身“避灾农业”专家的传奇

大图：洪水中，徐善新种植的水生芹菜安然无恙。(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小图：徐善新向记者展示他种植的水生芹菜。 新华社记者陈尚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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