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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准能富”，这

是江苏句容市天王镇当地百姓的口头民谣。

新时代的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人大代

表——退休干部赵亚夫，曾任江苏省丘陵地

区镇江农科所所长、党委书记、镇江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如今已是一名古稀老人，但

他50年如一日,退休不退岗，始终把“三农”

工作装在心头。在他的带领下,句容市天王

镇戴庄村的试点成了江苏乃至全国发展生

态农业、以农富农、实现农民小康梦的典范。

赵亚夫用他的实际行动,用他的“富民为乐”

的人民情怀,践行着中国共产党的宗旨——

为人民服务。

一

回忆往事,赵亚夫总是感慨万分：他的

童年是灾难深重的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一度

侵占了大半个中国,4岁时，妈妈又因病离开

了人世，本来就极其困难的生活更加困苦。

所以他总会说:“不要忘本啊!没有共产党,

哪会有今天的快乐和幸福呀!”

1958年,赵亚夫考上了宜兴农学院农

业专业,一天他身体不适,向老师请了假到

宜兴人民医院就诊。在医院长廊两边，横七

竖八地躺着农村来的许多患者，全是当时因

饥饿导致的浮肿病。看见这种情景,赵亚夫

感到强烈的震撼,特别是一位患病农民哀伤

无助的眼神,深深地刺痛了他,他含着泪水

离开了医院。当天,他就在日记本上写下了

这句话：“我要用自己所学的知识,用一辈

子，为农民兄弟播种幸福,播种快乐,让农民

兄弟过上温饱生活。”

1982年,赵亚夫41岁,正值盛年,作为

省农技干研修组长的他已经身负重任。他和

7位同事东渡日本,在日本进行为期一年的

研修。他的研修主攻方向是新型稻麦栽培技

术。来到日本爱知县的渥美半岛,到处是郁

郁葱葱的森林和果园,鲜花漫山遍野,洁净的

农舍掩映其间,清澈的溪水潺潺流动。他对同

事感慨:“这里和我们江南丘陵山区地貌类

似,我们那里大多是荒山秃岭,黄泥水伴着贫

苦劳作,人家怎么会搞得这么美?”两国巨大

的反差彻底刺激了赵亚夫,令他久久不能平

静。赵亚夫觉得，中国山区的农民太苦了,哪

怕搞一个村、一个镇,都要把在日本学习的知

识落实到行动上,帮助农民尽快富裕起来。

在日本期间,赵亚夫老是写信给妻子,

说日本的道路如何好,日本农民的条件如何

好……妻子开玩笑地说:“刚去几天日本,就

忘记了身份,你总说日本的月亮比中国的

圆，崇洋媚外。”赵亚夫专门统计了日本农民

近藤一家的年收入，约合人民币16万元,而

他们一年生产的稻麦可供2461个日本人吃

一年。这让他的心情非常沉重,他感到，中国

与日本国家农业之间的差距,是“十万八千

里”。他决心要学习日本的先进农业科技技

术,服务祖国,让家乡的农民兄弟早日脱贫

致富。

他清晰地认识到：在我国人多地少的条

件下,走传统农业发展之路,只能解决农民

的温饱问题,只有依靠科技进步,才能走出

一条发展高效农业的路子,才能真正改变农

村的落后面貌。

为了这份“富民为乐”梦想, 赵亚夫在

日本期间拼命干活,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活

儿。一是给日本农户留下好的口碑,二是增

加学习实践的机会,有助于他独立完成各种

新品种的栽培技术。

为了积累知识,他每天“雷打不动”5点

起床学习日语,晚上10点以后才能睡觉,有

时碰到农业科技方面难题,半夜还把同事喊

出来一起深入研究。

这期间，他曾经与日本草莓专业户近藤

有一段“邂逅草莓”的经历。有一天,赵亚夫

因为几个日文的科技单词搞不懂,就来找近

藤帮忙。结果找了半天，近藤从阳光大棚里

走出来，才发现他们一家还有大棚种植草莓

的农业先进项目。尝了鲜美成熟的草莓,赵

亚夫下了决心：“我一定要把草莓种植技术

带回家,让草莓在江南丘陵地区遍地开花，

也许是那里农民走向致富的一条路。”

赵亚夫认真细致地了解日本的农业,结

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寻找中国自己的农业现

代化道路。

学成回国后,他没有用省吃俭用的钱从

日本买家电,而是带回13箱农业书籍和20

棵草莓苗。他至今还记得,回国时近藤看见

13箱农业书籍竖起了大姆指，感慨地说：“阿

夫桑你真了不起,我真佩报你这个中国人,

你以后一定会成功的！我相信你！”

二

1983年 5月,从日本学成回国的他,信

心满怀地回到了农科所,并出任镇江农科所

所长。

20棵草莓苗如同富民为乐的星星之火,

燎原在江南丘陵山区。一到草莓成熟的季

节,漫山遍野被染成了一片红色。“万山红

遍”的壮观,数不清的粒粒硕果,如同农民致

富的金钥匙。

赵亚夫几十来如一日,始终心系“三

农”,不断探索农业致富的新技术。他先后24

次赴日,引进消化再创100多项新技术,推

广受农民欢迎的科技成果30多项,撰写“三

农”方面专著6册,培养出10多名全国、省、

市劳模,组建了江苏省一流农业科技服务团

队,先后引进推广种植了 180万亩次的草

莓、葡萄、桃、桑、梨等应时果品,给农民带来

了近30亿的收益。1996年，赵亚夫帮助农民

建立了江苏首家葡萄专业合作社,无偿为农

民解决销售问题。

“离开领导岗位之后,我要到戴庄村,带

富一个村。”这是赵亚夫2001年春节给妻子

吹的一次“枕头风”。赵亚夫希望退休后仍能

不忘初心,让茅山老区“一个最穷的村实现

真正的小康”。

在赵亚夫的指导下,戴庄村依托自身的

资源优势,发展有机农业,创办合作社,形成

了农业效益提升、农民增收致富、集体经济

发展、生态环境改善的多赢局面。

从赵亚夫2002年离开领导岗位后,他

始终义务从事着农业、农村工作,力行“做给

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销,实现农民

富”。先后在稻麦栽培、园艺、农业经济等专

业研究领域,尤其是在江苏省丘陵山区农业

综合开发及有机理论和实践方面做出了显

著成绩,累计在茅山老区推广发展高效农业

250亩,给农民带来收益200多亿元，帮助茅

山革命老区50多万农民实现小康,迈向了

农业现代化。

赵亚夫直接指导培育了两个受到农业部

表彰的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主持设计

创建了“江苏句容万山红遍农业园”和“四川

绵竹江苏高效农业园”两个农业现代化园区。

2013年 5月 10日,江苏省委办公厅转

发省委农工办、省农委联合调研组《关于句

容市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的调研报告》

的通知,要求各地结合当地实际,认真学习

借鉴戴庄村的经验,动员组织基层干部群众

因制宜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探索集

体经济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多渠道促进农民

持续增收,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

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新农村。

这就是“赵亚夫的戴庄模式”!

今天的戴庄村青山环绕、群峦叠嶂、林

木滴翠、竹影婆娑。清碧见底的下山溪和款

款白沙水库交汇在戴庄村境内,为这个风光

旖旎的村庄平添了许多灵气。

每逢节假日,纷至沓来的各方游客沿着

戴庄村的白沙水库、九龙山、北山竹海游览

美景，争相在此留影纪念。行走在村里平坦

宽阔的路上,整洁有序的民居白墙黛瓦格

调,在绿树与翠竹的映衬下更显得色彩夺

目,“开心农场”两边开设着茶叶店、特产店、

小酒楼、农家乐等,令人目不暇接。新建的戴

庄有机农业圈依托国家4A级茅山风景区和

省级九龙山风景区,犹如一只正欲展翅起飞

的雄鹰。

谁也不会想到，18年前这里是茅山革命

老区最穷的村庄。

而今赵亚夫领导的“戴庄模式”到处生

根发芽开花结果,从苏南到苏北,从中国东

南到中国东北……

在戴庄村的日子里,他每年有200多天

的时间与村里农民兄弟在一起。平时田间地

头就是他的办公场所,给农民指导工作,早

饭啃面包,中午饭是一盒方便面。可是赵亚

夫对田间的果树、庄稼就像婴儿一样精心呵

护,天不下雨,他怕农作物旱着；下多了,他

又怕农作物涝了；温度低了,他怕农作物冻

了；气温高了他又怕农作物热了。别人遇到

恶劣天气往家赶,而赵亚夫往山沟“钻”。他

的妻子告诉记者:“退休十来年,他比上班还

忙,只要遇到恶劣天气,老赵就是生病在医

院,他也会往戴庄赶,我总是提心吊胆,生怕

他有个三长两短。”

2008年,赵亚夫将江苏省政府颁发给

他的30万科技兴农模范的奖金,全部购买

了有机大米,分发给了农科所、戴庄村的部

分农民兄弟。

在戴庄模式中,如果赵亚夫入股,按

15%的技术入股,年利润按600万元计算,

可以分红90万;讲课劳务费,如果按每年20

次,每次2000元计算,每年可拿4万元。但

是,赵亚夫从未拿回一分钱。

“做人必须像人,当官不可像官。”赵亚

夫默默无闻的表现似如一盏明亮的灯,引亮

了自己,照亮了别人。

这些年，赵亚夫分别接受了胡锦涛、

温家宝、李克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和

接见。

近5年内，他连续三次受到习近平总书

记的接见。

三

公元2008年 5月 20日 14点 28分,汶

川大地震！

花甲老人赵亚夫的眼睛湿润了,他的心

颤抖了。汶川震后重建的难题摆在面前,他

不顾自己年老体弱,义无反顾地和其他年轻

同事一起奔赴四川绵竹市九龙镇,并担任了

江苏援建高效农业示范园的顾问。

赵亚夫带领团队从调查研究入手,从因

地制宜立足,以快速见效、致富农民为目标,

挑选镇江最强的农业科技专家队伍,筛选镇

江最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最能够产生经济效

益的品种去做示范。在四川灾区,他把培植

草莓、核桃,养鸡等50多个优势品种、项目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他培训灾区农民将近300人,推广高效

农业5000亩,使灾区农民增收近3个亿。

2010年,赵亚夫因为在灾区马不停蹄

地超负荷工作,他的腰间椎盘突出病症加

重,已经无法直立,无法行走,他只好坐在轮

椅上,扎着应急腰带,为灾区农民授课。

在灾区坐在轮椅上授课,为农民指导,坐

在轮椅上吃饭……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之动容。

赵亚夫克服白内障、腰椎间盘疼痛,18

次去绵竹,吃、住在简陋的防震棚,因震区道

路崎岖，他的轮椅又不好走,他又拄着拐扙,

深入田头传播农业科技知识,指导农民种植。

在绵竹的15个镇21个村，他培养了农

业示范户112个,示范果树293亩,发酵床养

猪、鸡等近万只,投产的草莓每亩收入近万

元。这样的农业经济效益,在绵竹引起轰动。

赵亚夫在灾区志愿服务的先进事迹,得

到四川省委的关注,时任省委书记的刘奇葆

如此赞誉赵亚夫：“要想富,找亚夫,留住赵

亚夫,四川准能富。”

灾区重建有了这位“最美志愿者”——

赵亚夫,这一刻,巴蜀大地山川更秀美!

四

“科技兴农,根系山乡,立地顶天。践百

年一诺,帮民致富;千辛万苦,济事除难。东渡

求知,草莓引进,稻麦人家果品鲜。葡萄架,串

香甜沃野,丰硕秋原。

有机高效良田,岗坡地,淘金喜可见。历

三番探索亲身试验,多方教授,率众公关。地

震前沿,四川援建,抱病传经示范园。平生愿,

葆先锋本色,沥胆披肝。”

这是中华诗词协会撰写的《沁园春.礼赞

赵亚夫》，由著名电影演员温玉娟在“时代楷

模”颁奖仪式上真情朗诵,高度凝练了赵亚夫

“富民为乐”的情怀和矢志为农的精神风貌。

“我始终有个梦想,就是让农民富起来！”

优秀共产党员赵亚夫做到了,而且做到

了“精准、精致”。

富民为乐富民为乐
————““时代楷模时代楷模””赵亚夫赵亚夫 □□高保国高保国

谢书山站在自家门口小声

说：“刘庭长你甭费这劲了，下个

判决书得了。”

刘保泰笑了笑说：“你们两家

低头不见抬头见，如果越闹越生，

以后咋处？”

谢书山脸一绷，说：“你都跑

11趟了，跟邹山林这头犟驴讲不

通道理。”

谢书山说的不假，邹山林的

确很犟。去年秋天，邹山林垫高了

门前的路。谢书山是邹山林的西

邻家，两家房前西南向的巷子，除

了走路还是流水通道。邹山林这

样一垫，雨量大时，谢书山房前就

积了一潭水，出进门时，一家人要

拎着鞋挽着裤光着脚蹚水，出行

很不方便。为这，谢书山可没少找

邹山林。一开始，邹山林嘴上说

行，就是不动，到后来一提这事他

就上火，一来二去，昔日的睦邻反目成仇。

谢书山见到刘保泰，气咻咻地诉说着委屈：

“好端端的邻居竟让他闹僵了，我一直忍着，到了

实在忍不下去，对这号人就不能轻饶，要狠判！”

谢书山和邹山林都是古稀之人，做邻居已有

几十年，下判决容易激化矛盾，刘保泰不用多想，

首选便是上门讲和。

第一次前去，谢书山怄气坚决不同意调解，

非要分个是非曲直。邹山林梗着脖子也不服软，

认为是在自个门前修路，又没动别人房前的土，

有啥错？两人情绪激动，态度强硬，毫无回旋余

地，刘保泰只好作罢。

第二次前去，刘保泰一番苦口婆心说：“街坊

邻居，相互掐着，就不怕乡亲们笑话？”谢书山口

气稍有松动，邹山林则寡言少语，并不表态。

跑第10趟时，两家还是达不成一致意见。刘

保泰心说：“你就是一块石头，我也要把你化了！”

这是第 11 趟了。大热天，为解决两家矛

盾，刘保泰跑来跑去，汗水都湿透了后背。谢书

山心里直觉得过意不去，忙跑回家拿了把蒲扇

递给他。

邹山林被书记员叫来了，一见刘保泰手里摇

着谢书山的蒲扇，不满地说：“你咋用他家的东西？

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你可不能偏心了！”

谢书山想辩解，被刘保泰制

止住了。刘保泰笑着说：“这样，

咱先谈事。”刘保泰抬胳膊看了

看手表说：“这会儿是11点，到中

午我和小范到你家吃面条，咋

样？”

邹山林不禁一愣，他看一眼

谢书山，说：“你去俺家吃饭？恐

怕有人不高兴哩！”

刘保泰扭头问谢书山：“中

午我去山林家吃饭，你同意吗？”

谢书山说：“俺没意见，去

吧！”

邹山林问：“你不怕以后俺

抓你小辫子？”

刘保泰笑笑说：“不怕，就是

一顿面条呗！你要是给金条，我

肯定不要。”

邹山林脸黄了一下，问：“你

真敢去？”

刘保泰点点头。

中午，刘保泰让书记员小范一起跟他去了邹

山林家。邹山林媳妇擀了手工面条，他们围坐在

院里树荫下的低桌旁，刘保泰吃了一大碗鸡蛋打

卤面。撂下碗，刘保泰一手摇蒲扇，一手将3张

10元票子搁到低桌上，说：“这是饭费。”

邹山林忙把三张票子塞进刘保泰兜里。“吃

碗面条，有啥？再说了，你来俺家是看得起俺。”

刘保泰把三张票子掏出来，说：“甭争执了，

这饭钱你一定要收下。”

邹山林说：“为俺们的事，你跑了这多趟，俺

看出来了，你是诚心诚意为俺好啊！”

刘保泰说：“你们是老邻居，现在闹了纠纷，

如果处理不当，会影响你们儿子甚至孙子的关

系，这仇也就世世代代结下了，人生一世，何必

呢？与人方便，自个也快乐吗！”

邹山林说：“刘庭长，俺懂了，排水沟俺这就

去疏通，门前水道明天重修一下，让雨水能顺顺

利利地排走。”

刘保泰一拍大腿，笑着说：“这就对啦，就是

这个理儿！”

邹山林终于打开了心结。

站在巷子里，望着两个老人又说又笑，刘保

泰终于松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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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子，我心仪的女作家，素未谋面，只能依

据她的作品来勾勒这片叶子。以文字犀利推测

是一片竹叶，从气节处亮出利剑；从情感细腻

看，又感觉会是一缕柳丝，挠心撩人。后来到北京

见了“实物”，图像被谁处理了，从质地到外形，俨

然一片丰硕的荷叶，圆润高洁。我终于明白，为什

么素材哪怕细微单纯如一滴水，到了叶子那里，

都会折射出太阳的光辉，呈现荷塘月色。

我与叶子同来北京领奖，她是一等奖，已经

是第N次，算得上专业户。我是优秀奖，只能算

见习生。想着虚心请教，在大师授课时，我有意

与她同桌。大师授课，文思泉涌，给人茅塞顿开

的感受。所有茅塞打开后，脑子通透成了筛子，

什么也留不住。侧目看叶子，细心听，认真想，不

轻易动笔，动笔也就三两个字。看来得奖老手与

新手的差距，就在这动与不动之间。

我决心向她学习。每当她动笔时，我也拿起

笔来狂记一通，她搁笔，我也停笔等待，感觉很

好，脑子里留下的东西少而精。再翻看以前的笔

记，像患了天花后遗症，密密麻麻，真不知回去

怎么整理。灵机一动，何不瞅个时机向叶子提

出，借她的笔记对一下，凡是她没记的，干脆两

把大叉划了。

中途休息时，前后左右的人都涌上讲台，里

三层，外三层，看猴戏样围着大师，要签名，要留

影……见叶子没动，我也没动，我用谦恭的口吻

上前搭讪：“叶老师，我读过你的《明天我就成

名》，好令人感动。”

叶子淡淡一笑说：“那是我前些年的作品，

让你见笑了。”

我感觉时机到了，马上提出要求：“叶老师，

上节课我没听好，能不能借你笔记本对一下？”

叶子像是没听清，核实了一句：“借我笔记本

对一下？”没等我回话，她“扑哧”一下笑出声来：

“没对头，就两个字，‘瞎掰’，你拿去对个什么？”

我不信，我用疑惑的眼神告诉她，明明看见

你记了的，嘴里仍是乞求：“叶老师，你就让我对

一下嘛，我在这里看看就还你。”

叶子有点烦，把笔记本推给我。我翻开笔记

本一看，让我瞠目结舌。叶子说的不假，前后乱

七糟八好几页，重叠起来也就两个字“瞎掰”。再

看看我的，又看看她的，先前脑子里那点少而精

的东西，一下也成了瞎掰。

我这才明白，一个成熟作家，须得像叶子一

样淡定自信，恰如一阵春风荡过心扉，我眼中再

无名人，心中再无伟人，只有叶子。我打开自己

笔记本的扉页，送到叶子面前，“请你签个名”还

没说出口，叶子吼起来了：“签什么名，签得再

多，自己写不出来还是个写不出来，签名也出不

了书！”

我抬头看了看，叶子双手撑在身后桌沿上，

仰着脸对着主席台。

正想着，那帮人转身了，一个个从主席台上

下来，直奔叶子，打头的就是那几个一等奖。我

立即起身，想来个英雄救美。可惜晚了，很快前

后左右都是他们的人。叶子的脸色由青变白，现

在红了，只见一个个手拿笔记本，笑嘻嘻递给叶

子，请她签名，声容笑貌与在台上一个样。

看叶子潇洒地给众人签名，恰如一片飘零

的秋叶，在我心中缓缓落下，合上还未着墨的笔

记本悄然离去。

签签 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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