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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董振国、屈辰

在广西桂林市兴安县崔家乡石埠
村，不少村民说起文教书都纷纷竖起大
拇指：“这个人不简单！”

村民们说文教书不简单，一是他作
为盲人，能干出正常人都做不到的一番
事业，成为受政府表彰的种粮模范，另
外就是他自己富了，还不忘带领乡亲们
一起致富。

请人帮种田，贫困户和

残疾人优先

文良元是文教书的发小。记者见到
他时，他正开着耙田机在作业，伴随着
隆隆的机声，文良元干得热火朝天。

“文教书家种的田多，要找人帮他
干，他对我很关照，挣钱的活首先想到
我。”文良元现在是文教书的专职“农
机队长”，文教书购买的农机，基本上
是他开着作业。“每年从他那里领两万
多元的工资。”说起这位发小，文良元
满是钦佩：“教书是残疾人，本来我该
帮他，可现在是我沾了他的光。”

文良元如今日子过得很滋润，去年
刚帮儿子买了小车，还给儿子买了一台
小型挖掘机，“我们家能有今天，少不
了文教书的帮衬。”文良元家先前过得
很紧巴，是贫困户，“过去买酒都经常
找人借钱，现在天天有酒喝。”

能帮乡亲们脱贫致富，文教书也很
自豪，“我请人帮种田，优先照顾贫困
户和残疾人，现在常年请 8 个人，农忙
时最多请几十个人，都是附近村民，很
多是聋哑人、残疾人。”

文教书种粮规模最大的时候，有
700 多亩。那时很多村民都出去打工，
地撂荒了，他就承包过来。这几年，村
民们也惜地了，合同到期想自己种，文
教书的种粮规模减少到 400 多亩。即使
这样，他每年仍能产 40 多万斤稻谷，
发给帮他种田的村民 20 多万元工资。

见识文教书的“神奇”

文教书的种粮之路从上世纪九十年
代就开始了。那时候，他种着自家的七
八亩田。村里谁出去打工，就把田送给

他种。最开始尝试耕作 10 亩荒田，收
成不错。随后他又承包了 30 亩。他发
现，越种越上手。搞规模种粮，收益很
稳，不比搞别的差。于是他不仅在本村
承包田地，还到邻村租地，文教书种田
的规模越来越大。

很多人好奇，一个身体健全的人种
这么多地都不容易，像文教书这样的盲
人，怎么可能做得到？

采访中，记者亲眼见识了文教书的
“神奇”。

首先是他超常的记忆力。村里哪里
是道路，哪里是房子，哪里有树，全村
有多少块田，哪个地方是谁家的田，每
块田的田埂在哪儿，他都记得一清二
楚。仿佛脑子里装着一套精密的电子导
航地图。不需要别人指引，他都能带记
者到任何想去的地方，甚至是精确到哪
一块田。

手机中保存的 100 多个电话号码，
文教书都能倒背如流。只要跟他打过一
次交道，告诉他两三遍电话号码，他就
能牢牢记住。要联系外面的老板，他随
口就能报出五六个号码。采访中，文教
书业务繁忙，那部老式直板手机不时响
起，凭着手机报出的号码，他马上就说
出对方的名字。他一边跟记者交谈，一
边从容不迫地安排各种农活，调配人
工、机械，联系农资商、加工厂，让接
触他的人都感觉“神奇”。

虽然没上过学，文教书却有着非常
厉害的口算能力，过去家里养猪，收猪
的老板用计算器按半天还没算出来，文
教书却脱口就报出了数，和计算器算的
不差毫分。他跟着别人去收稻谷，买了
六十多包，一下就算出来了。“这多亏
了爷爷小时候对我的训练，冬天烤火
时，爷爷就经常拿家里卖稻糠教我算

账。”文教书说。
让人惊奇的还有他超常的感知能

力。
手握一根竹竿、脚穿一双拖鞋，在

不到 30 厘米宽的田埂上如履平地。文
教书感知方式挺特别：靠竹棍敲击出的
声音辨别方位，判断水深，仿佛蝙蝠靠
超声波反馈来定位。

当地农业技术人员介绍，盲人文教
书能种好田，靠的是一套普通人不具备
的“绝技”：“敲田‘看’水，摸苗知
虫，抚茎问症”。凭着一根竹竿的敲
击，就知道田里该不该浇水了，用手摸
一摸稻茎，就知道得了什么病虫害。

双手抚摸稻叶，根据叶子的形状、
质感，上面的虫卵，就知道得了什么病
虫害。像什么纹枯病、稻飞虱、卷叶
虫，都逃不过文教书“敏锐”的双手。

纹枯病是水稻的一种常见病，往往

造成谷粒不饱满，空壳率增加。文教书
上手一摸，就能判断出来。“这种病一
般发生在水稻秧苗期至抽穗期，抽穗前
后最高发。最初在靠近水面的叶子上出
现，摸到叶子上的病斑，就大体能判断
了。”

文教书脑子里也装着一本日历，哪
天该买稻种，哪天该播种，什么时候该
田间管理了，什么时候该收割了，他心
里计算得清清楚楚。每走到一块田边，
他就能讲出这块田多大，种了什么品
种。走过一块田时，他马上能讲出“现
在是另一块田了”。

文教书种田的经验也是源自多年的
实践学习，为管理好稻田，他一有空就
请教农技服务中心的技术人员或其他种
植户。靠着惊人的毅力，文教书经过艰
苦摸索和不断积累经验，种田的各个环
节，从种到收，从田间管理到病虫害防
治到销售，每个环节他都安排得井井有
条，应付自如。

感念他人的帮助，一直

在努力回馈

说起他的经历，文教书的家人和邻
居们都感叹他的不容易。他的父亲文德
增说，小时候为了补贴家用，文教书晚
上下河捉泥鳅、摸田螺，第二天一早拿
到市场卖。后来，还到桂林学过两个月
盲人按摩，也养过兔子、鸭子，养过
鱼、种过菜，开过小卖部，有的能赚点
钱，但很多都赔了钱。这么多年下来，
文教书认准了，种粮还是最好的选择。

“现在种田不用交税，还能领补
贴，多好！”受益于国家惠农政策，文
教书的种田热情比刚开始时更高，种完
水稻后，也尝试种一些效益更高的甜玉
米、糯玉米。

回顾走过的路，文教书向记者袒露
心声，能成就今天的一番事业，有自己
的艰苦努力，也有很多好心人的帮助，
还有政府的关心扶持，这些他都铭记在
心，希求回报。

文教书因为从小弱视，他没去上
学，在家跟着大人干农活。“小时候看
东西就模糊，像在月光下一样，那时候
还能看路，能从田里自己扛稻谷回家。
17 岁时突然加重了，以后越来越厉

害，最后完全看不见了”。文教书回
忆说。

刚开始种田时，周围的邻居经常
来帮忙。后来他在村里开了一个小卖
部，村民们也常帮他送货。最初搞规
模种粮时，他没有经验，管理很粗
放，一亩地才产四百多斤稻谷。后
来，县乡农技站给他指导，帮他把产
量提高到 1000 多斤。买化肥农药，
有时候资金紧张，一些农资经营户照
顾他，让他赊账先拿货，等卖了粮再
去结算。有段时间，他尝试种菜亏了
本，县乡给他发了补助。他成为种粮
大户后，县里更是对他进行重点扶
持。因为产粮多，除了交售给国家
外，他还在县里帮助下开了米店，生
意越来越红火，自己的米不够卖了，
就从外面调米。

十年前，政府补助了两万元，他
盖了一栋两层半的小楼，那时村里盖
楼的还很少。电视台来采访他，文教
书说了三个愿望：房子、老婆、小
车，如今，他这三个愿望都实现了。

感念于这么多人的帮助，文教书
一直在努力回馈。文德甫是石埠村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他身体有病，不能
外出打工，主要靠妻子蒋秀琼支撑家
庭。文教书主动提出以每亩 500 元的
价格承包文德甫家的 3 亩田，另外还
长期聘请蒋秀琼种田、杀虫、晒稻
谷、帮忙记账等，除此之外还额外给
她一些钱作为“家庭补助金”，每年
让这个贫困的家庭增加收入 1 . 2 万
多元。

一位盲人，通过自强不息，成为种
粮致富模范，还反哺社会成了脱贫致
富带头人，文教书的事迹得到了社会
的广泛认可。2016 年，他获评“感动兴
安人物”，2017 年，获得兴安县“致富
能手”称号，2018 年，文教书成为广西
残疾人脱贫攻坚先进典型，还在自治
区残联的组织下，作为残疾人宣讲团
成员，到南宁、百色、河池等地参加巡
回报告会。

和普通人相比，文教书的世界是
黑色的，但他的世界又丰富多彩；文
教书虽然看不到这个光亮的世界，他
却用自己光和热照亮温暖着周围的贫
困户。

盲人种粮模范“点亮”的脱贫路
广西兴安县村民文教书致富不忘带领乡亲们一起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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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黑龙江建三江，风吹稻菽千
重浪。七星农场一望无际的稻田里，用水
稻“种”出的“中国粮食 中国饭碗”8 个
大字，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作为农场工人代表，张景会清晰地记
得，去年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刚过，习近
平总书记就来到七星农场考察的场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绿色农
业发展，坚持用养结合、综合施策，确保
黑土地不减少、不退化。”习近平总书记
的话令张景会牢记在心。

张景会是七星农场的种粮大户，种
植的水稻有 352 亩。今年，他家采取了秸
秆还田、测土配方、侧深施肥等技术，每
亩地减少氮肥用量 2 . 3 公斤。他家的这
块稻田还被确定为七星现代农业示范区
高标准示范点之一！

“以前种圆粒水稻，收完之后就卖给
国家粮库。现在不同了，我们瞄着市场需
求，大力发展绿色有机农业。”张景会说，
去年他种的 200 亩绿色水稻，加工成大
米后，销往山东，每斤卖到了 8 元多。

在发展绿色农业、促进农业可持
续发展方面，七星农场还重点推广应
用水稻侧深施肥插秧机、秸秆还田机
等机械设备，并通过测土配方减少肥
料投入。

张景会说，侧深施肥提高了肥料利
用效率，还避免了过去常规施肥造成的
肥料蒸发，减轻了对水源、土地等的污
染，达到控肥增效、绿色种植的效果。

【回响】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的绿色转型，

关系食品安全，关系长远发展。

早在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
考察时就针对“三农”工作提出，深入推
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今年全国两会上，在河南代表团参
加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加大农
业面源污染治理力度，开展农业节肥节
药行动。

农业的绿色转型扎实推进，我国已
提前三年实现化肥农药零增长。到 2020
年，全国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使用量要
实现负增长。

“苍洱毓秀”——— 李德昌把苍山洱海

间的万种风情写在了自家小院的外墙
上。

他的小院坐落在洱海之滨，位于云
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湾桥镇古生
村。2015 年初，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
小院，和乡亲们在院子里拉起了家常。
习近平总书记叮嘱说：“一定要把洱海
保护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洱海边说，‘立此
存照，过几年再来，希望水更干净清澈。’
我们一定不能辜负总书记的期望。”李德
昌心里一直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从那以
后，他每天都会到洱海边走一走，观察洱
海水质的变化。

洱海，是云南省第二大淡水湖。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流域内人口不断
增长、旅游业飞速发展，洱海流域污
染负荷快速增加。洱海经历了从贫营
养湖泊向中营养湖泊再到富营养湖
泊的演变，出现了蓝藻大面积聚集和
暴发。

“只要有时间，我就过来帮忙，打扫
滩地上的生活垃圾，打捞近岸的死亡水
生植物和水藻。”李德昌说，只要洱海水
质好了，自己辛苦一点也值得。

为留住“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
万古琴”的自然美景，大理州开启洱海保
护治理抢救模式。截至 2018 年底，洱海
流域城乡生活污水实现全收集、全处理；
完成环湖 1806 户生态搬迁，并同步建设
5800 多亩环湖生态湿地和缓冲带；在洱
海流域范围内禁种大蒜 10 万亩，大幅减
少化肥使用。

如今，李德昌的心情越来越好———
洱海水质好多了，站在岸边都能看到湖
底，被视为“水质风向标”的海菜花也多
起来。2018 年洱海全湖水质 7 个月保
持Ⅱ类水，为 2015 年以来水质最好的
年份。

【回响】
人类自古逐水而居。湖泊，一直在人

们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围垦湖泊、侵占
水域、超标排污、违法养殖、非法采砂，造
成湖泊面积萎缩、水域空间减少、水质恶
化、生物栖息地破坏等问题突出，湖泊功
能严重退化。

2018 年，在东北三省考察时，习近
平总书记乘船察看查干湖南湖生态保护
情况，又沿栈道步行察看水体状况和动
植物生存环境。

今年全国两会上，他在参加内蒙古
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抓好内蒙古呼伦
湖、乌梁素海、岱海的生态综合治理，对
症下药，切实抓好落实。

近年内蒙古全力抓好一湖两海的
生态环境治理，目前水质指标总体向
好，野生动植物种类稳步增加，生态环
境逐步改善，成为候鸟天堂。

从牧民变成了市民，65 岁的更尕
南杰对草原的感情依旧刻在骨子里。

15 年前，牧民更尕南杰住在海拔
近 5000 米的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措里玛
村。为响应国家退牧还草、生态移民的
号召，128 户 407 名牧民群众从 400
多公里之外搬迁至格尔木市南郊。

新村取名长江源村，寓意“来自长
江源头和饮水思源、不忘党的恩情”。
2016 年 8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这个海拔近 3000 米的移民村庄。

想起当时情景，更尕南杰难掩激
动之情：“我和村里的藏族村民穿上了
过节才会穿的藏服，捧着哈达，期待着
总书记出现在村委会门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三江源
是党中央确定的大政策，生态移民是
落实这项政策的重要措施，一定要组
织实施好。

“现在全村多户都任命有草原管
护员，定期去山上的草场巡视。过去一
年来，村里还重点实施了电网改造、天
然气入户等基础设施项目，乡亲们的
日子越过越好。”更尕南杰说。

在寄托了当地 10 万生态移民“乡
愁”的背后，三江源生态环境正在向好
发展。与 2004 年相比，三大江河源头
年均向下游多输出 58 亿立方米的优
质水，草原产草量提高 30%，藏野驴、
雪豹等濒危动物种群数量恢复性增
长。

【回响】
草木植成，国之富也。

在 2017 年 7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
谈及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时说，坚持山
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从山水林田湖，到山水林田湖草，
虽然只增加了一个“草”字，却把我国
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纳入生命共同体
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的大生
态观。

如今，在党中央的重视推动下，我
国草原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成效显
著，草原涵养水源、保持土壤、防风固
沙等生态功能得到恢复和增强，局部
地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草原生态环
境持续恶化势头得到初步遏制。茵茵
草原正成为广大牧民群众脱贫致富奔
小康的重要依托。(记者高敬、王博、周
楠、王靖、王建、丁怡全、李琳海)

新华社北京 8 月 25 日电

从求量到求

质 ，大国农业向

绿色生态转型
田

从围湖到爱

湖 ，湖泊保护进

入新时代
湖

从牧民到

市民，打出生态

民生“双赢牌”
草

▲在广西兴安县崔家乡石埠村，盲人文教书行走在田埂上。（ 8 月１日
摄）。 通联照片

他双目失明，看不

到这个缤纷的世界 ；然

而，他的世界又是那么

精彩——— 自强不息，不

仅以顽强的毅力，克服

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

难，成为远近闻名的种

粮大户、脱贫致富模范，

而且带动当地不少村民

走上了脱贫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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