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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午后，暖阳在洛川县土基镇严家庄村
洒下一片金黄。看着果商将满满一车的新鲜
苹果运出村口，忙了一天的王永宏露出了久违
的笑容。

“永宏，可不敢再写辞职信了，你看咱村现
在光景多好。再辞职，好光景又得变‘烂包’，
大家还想跟你好好干呢。”送走果商后，一些村
民凑到王永宏身边说。

“看你们后面的表现了。”王永宏故作正经
地回答。

聊到王永宏辞职的事，还得从两年前说
起。

严家庄是个山岭村，2021年以前，村子卫
生差、产业基础薄、人均收入低，是全镇有名的
落后村。

“晚上出门靠手电，日常通话要‘移动’。”
村民王海民说，“多少年了，这些问题还没解
决。再看着其他村，一个发展得比一个好，大
家不想再等，也等不起了。”

2011年，“能人”王永宏靠着自己摸索和

努力，考取了高级农艺师证书，成了远近闻名
的果树专家，并在县城买了商铺和楼房；2019
年，他又在陕西华圣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圣）担任专业技术员，村民无不羡
慕。

“能把自家小日子过好，全村的大日子肯
定也能过好，我们选他错不了。”在村民眼里，
王永宏是村支书的不二人选。2021年2月，村
上换届选举，王永宏全票当选。

当时的王永宏并不情愿。一来严家庄村
在全镇各项排名倒数，治理难度大，他怕辜负
村民的期望；二来在村上任职太忙，影响自己
在华圣的发展，收入会大不如前。

“我把顾虑跟父亲说了，干了几十年村干
部的他却很支持我。”王永宏回忆道，“我想着，
先干一段时间吧，行了就继续，不行就拉倒。”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王永宏走马上任。从
此，他忙碌在村务中、穿梭在果园里，与村干部
商议村子发展计划、同村民交流苹果种植技
术，急着处理各类台账、忙着调解邻里纠纷。

“以前，咱就是个普通村民，啥也没管过。
现在天天要为村子操心，晚上 12点之前没合
过眼。”王永宏感慨，“这个支书真难当。”

半个月后，还在华圣和村上两头跑的王永
宏感到身心俱疲，萌生了辞职的念头，趁着到镇
上开会，向镇党委书记李发荣递交了辞职信。

没想到，信很快被退了回来。
“村里人都等着跟你一起干。你这一撒

手，老百姓的盼头在哪儿？”李发荣问道。
王永宏欲言又止。

“人不能为了活着而活着，得明白咋活才
有意义，要活出价值。”李发荣接着说。

王永宏沉默不语。
“刚干就打退堂鼓？”“刚上战场就当逃

兵？”旁人也劝道。
……
众人的一番话，让王永宏低下了头。

“这事儿让我再琢磨琢磨。”拿起辞职信，
王永宏满脸愁容，踉踉跄跄返回了村里。

“永宏，真不当支书啦？”
“永宏，不再坚持坚持？”
“永宏，不带我们一起干了？”
……
消息很快传遍全村。当晚，坐在家里的王

永宏把辞职信拿出来看了又看，村民们写满期
盼的脸庞在他眼前愈发清晰。于是，他把手中
的信揉成一团扔在了地上，又提笔写起了另一
封辞职信。

第二天，王永宏刚出家门就被堵在门口。
“是的，辞职不干了。”看着村民脸上写满

了失落，王永宏故意不紧不慢地说，“我现在要
去华圣了，大家散了吧。”

望着王永宏远去的身影，村民们悻悻离开。
“赶紧拿走。”看到辞职信，华圣技术总监

雷争荣把信直接塞了回去。
“你技术服务十个村，不比服务一个村强？”
“村上没了你王支书，就不会再选个李支

书、张支书？”
“公司每月给你挣5500元，在村上还得倒

贴，你有钱没处花？”

雷争荣的三连问没能动摇王永宏辞职想
法：“村子不大，可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公司
没了技术员可以再招，但我不回去，谁还愿意
回去。公司挣得再多，富的是我个人；当好这
个村支书，富的是全村人。”

走出公司大门，王永宏一身轻松。
按下“重启键”，王永宏从整顿作风入手，

调整“啃老”村干部，吸纳年轻“新血液”，定期
开展果树技术培训，对接上级部门改善基础设
施。

2个多月，王永宏瘦了20斤。母亲郝岁女
抹着泪劝道：“这工作咱不干了，看你瘦成啥
了。再干下去，身体都得垮。”

“多少人等着我，咋能撂挑子？辞了一回，
不能再哄村民了。累我一个，富了全村，值！”
听王永宏这样说，郝岁女虽然心疼，但也没再
坚持。

一年后，严家庄村旧貌换新颜：54盏路灯
装起来了，村民不再摸黑出行；3800米路通
了，果商车辆开到了地头；1800米水渠建成
了，果园灌溉难题得以解决；3个信号基站装
好了，打电话不再到处找信号……

2021 年前，严家庄村人均年收入刚过
8000元。如今，人均年收入近 1.6万元，全村
苹果销售收入达到1700多万元。昔日村民眼
中的“烂包村”，终于迎来了好光景。

“永宏，这个村支书还打算辞吗？”村民打
趣道。

王永宏笑着说：“等你们的光景过得比我
好了，我再辞。”

两封辞职信
记者 姜顺 雷荣 樊小帅

川庄乡村振兴路上的新农景——

禾下乘凉梦 十里稻花香
记者 樊小帅 通讯员 夏蓓蓓 成益民

谷雨前后，是崔永萍最忙碌的时候，这是
育秧的最好时节。

8年的育秧经验，让她成了村里的“老把式”，
和岁月相当的，还有她所经历的技术“升级”。

2015年左右，崔永萍和村里的其他稻农们
一样，在田间地头上搭上大大小小的拱棚，每天
都得扛着铁锹去田里照看，引水、通风，一刻也

不能松懈。水不能多也不能少，温度不能高也
不能低，出苗好不好全凭自己累积的经验，因管
护方式不同，家家户户的秧苗都长得参差不齐。

2018年，川庄开始集中托盘育秧。村里
建起了 9座长 30米、宽 8米的大棚，所育秧苗
足够500亩稻田种植。

崔永萍高兴地在大棚里挂上了干湿温度

计，带着几个经验丰富的稻农筛土、摆盘……
育秧期从 30天缩短到 22天，育秧机的机械操
作再也没了“掣肘”。

2022年，崔永萍手拿遥控器，在大棚里进
行机械化托盘育秧，看着育秧机铺土、撒种、覆
土一气呵成，一块块长方形的育秧盘成品从流
水线上顺次加工，她的内心久久不能平息。“一
个大棚，人工育秧12个人得整整干一天，现在
六七个人轻轻松松就能育完，省了一半人力，
而且机器撒种、施肥都比较均匀，有利于培养
出优质健壮的秧苗。”

更让崔永萍自豪的是，今年，她在智能温
控大棚里育秧了。

“我在手机上就能监测、操控棚里的温度
和湿度，低于 26℃，就把卷帘放下；高于 32℃，
就把卷帘升起。通风降温、卷帘是自动的，不
用人再爬上爬下。”崔永萍说，“水位高低也可
以监测，缺水了就可以启动喷淋系统，达到标
准就自动停止。”

自动卷帘、自动喷淋、自动温控，整套智慧
系统让育秧更省力、更便于管理，秧苗的出苗率、
优质率更高了，为水稻丰产丰收奠定了基础。

“以前都不敢想，有一天种水稻也能实现
全程机械化。”崔永萍感慨道。

在川庄，智能化育秧、机械化插秧、无人机
施肥、机械化收割……全程机械化操作为水稻
产业按下了“快进键”。

稻农们算了一笔账，2015年水稻亩产400
公斤稻谷，每斤大米2.5元；2018年亩产500公
斤稻谷，每斤大米 3~3.5元；2023年水稻亩产
600公斤稻谷，每斤大米最高卖到10元。技术
的不断革新，让农民的收入逐年攀升，水稻成
了川庄人的致富产业。

年年都育秧 岁岁不一样

年年都种稻 从“会”变成“慧”

滕树成家有两块稻田，其中一般稻田 6
亩、智慧稻田3亩。

秋收了，一般稻田亩产 500公斤稻谷、智
慧稻田亩产600公斤稻谷。

“卖法也不一样。”滕树成的智慧稻田早在
5月份的时候，就在“云端”被认养。认养 1平
方米稻田的价格为 9.9元，3亩智慧稻田收入
19780元。

在“我有一方田园 张家湾镇云稻米”微信
小程序上，150天左右的水稻生长期内，认养
人可以随时在“水稻日记”里看到霞光洒满稻
田、鸭鱼虾蟹相伴的田间美景和农业科普知
识、土地墒情周报等特色体验服务，远程感受

“农场主”的生产生活，沉浸式体验云养稻田的
快乐。

这几日，远在广州的项先生就收到了川庄
稻农的发货通知，一周后他所认养的稻田里的
新鲜大米就会快递到家，从亲眼看见稻田由绿
变黄、由田间端上餐桌，项先生一家满怀期待。

这一年的关注，让项先生印象最深的

就是智慧稻田的种养方式，更显科技力量。
每隔几天，川庄村党支部书记周海斌和技

术员张涛要在智慧稻田边巡查一圈。
“天气渐冷，设备要注意防冻，这可是咱们

的宝贝疙瘩。”周海斌笑着对张涛说。
他口中的“宝贝”就是智慧农业物联网监

测服务系统，主要监测风向、土壤、水肥等因
素，稻田智慧灌溉系统是它的子系统，能实时
监测稻田的水位、温度、湿度。

57岁的稻农王锁，种植水稻30多年，是当
地有名的“庄稼把式”。

每年六月到八月，稻田里需保持充足的水
量，每天，王锁得在狭窄的田坎上，来回跑两三
趟为稻田供水。这让上了年纪的他显得有些
力不从心。

今年，王锁只需在稻田管理房间按下按
钮，就能控制稻田的水位。

“这个操作起来很直
观，每一块水田

都有编号，哪一块田的水位需要调整，或高或
低，只需一按，就可以关水或放水。我一个人
就能管理近百亩稻田，省人省力。”王锁不仅把
自己的 10亩智慧稻田管好了，还热心的为村
民代管。

智慧农业物联网监测服务系统不但实现
了节水灌溉自动化，还为 40亩智慧稻田提供
了17项监测数据，便于日常管理。

此外，今年六月中旬，智慧稻田打造了“稻
鸭、稻鱼、稻蟹共生”的生态种养模式，鱼吃微
生物、粪便促进水稻增长、鸭子吃虫子，“种养
共生”不仅让稻田实现良性生态循环，还让农
户实现“一地两收”，甚至“多收”。

“智慧”的种养方式，让智慧稻田的亩产相
比一般稻田增收100公斤稻谷。绿色、纯
天然的有机大米也成了川庄水稻
的金字招牌，568亩水稻
全部获得有机认
证 ，年

产量37万斤，辐射带动周边的王家角村、张家
湾村，成为全县千亩有机水稻认证基地。

“目前，全县按照‘稳面积、强科技、提单产、
促销售、抓融合、增效益’的产业发展思路，以建
设核心示范区为抓手，达到新品种、新技术、新模
式的全面推广，做优做强‘直罗贡米’品牌，促进
水稻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农民增收。”富县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王育红说。

从“人力”到“智力”，从“会种
稻”到“慧种稻”，川庄水稻
的步步探索、有力
实践，在科
技 赋

能乡村振兴的同时，真正让群众的腰
杆子直起来、钱袋子鼓起来，
让“禾下乘凉梦”插上科
技的翅膀，飞入
千 万 百 姓
家。

● 王永宏看着丰收的苹果露出满意的笑容

● 智慧稻田● 周海斌（左）和技术员张涛正在对智慧系统进行检修

连绵起伏的子午岭，奔腾不息的葫芦河，将富县张家湾镇川庄村圈在青山绿水间。
——为了生存，“60后”的周海斌，把双腿插进水田，弯着腰、佝着背，打下的粮食仅够维持一家人不饿肚子。
——为了富裕，“70后”的崔永萍，把育秧机、插秧机、收割机开到了田里，再也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
——为了发展，“80后”的张涛用上了智慧农业物联网监测服务系统，把鸭鱼蟹养在了稻田里，把水稻搬上了“云端”，收获的大米最高1斤卖到了10元。
跨越四十年，三代川庄人接续奋斗，在祖辈耕耘的稻田上，终圆“禾下乘凉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