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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9 日一早，在濉溪县双堆集
镇施刘村许庄千余亩农作物上空，一
架植保无人机正在展翅飞翔，随着螺
旋桨的转动，白色的药雾从机身下的
喷淋头均匀地喷洒而下。

“针对近期高温多雨天气较多，农
田杂草生长快、病虫害繁殖快等特点，
通过农机具由机械化向智能化、无人
化转变，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插上了科
技的翅膀。”濉溪县双堆许庄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许立超对记者说。
因无需区分地边地界和农作物种类，
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植保无人机的工作
效率，而这得益于“一庄一块田”改革
的落地。

双堆集镇施刘村许庄有农户 58
户，300 多名村民，耕地面积 1417 亩。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
快，许庄外出务工青壮年劳动力增多，
种粮比较效益大幅度下降。此外，制
约土地产出效益、种粮产出效益、农业
产生效益的因素，最为突出的是农民
承包土地的严重碎片化。为解决农地
碎片化和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等问
题，许庄在实施“一户一块田”改革中，
大胆探索推行“一庄一块田”，取得意
想不到的综合效益。

今年 1 月 26 日，施刘村召开实施
“一户一块田”动员会，该村各自然庄
的村民代表、老干部、老党员参会。会
后的当晚，许庄的党员和村民代表纷
纷入户，召集在家的群众聚在一起，传
达村“一户一块田”动员会精神，共同
商讨许庄实施“一户一块田”工作。了
解镇村会议精神后，村民陶强在发言
中提出一个大胆想法，建议以许庄自
然庄为单位，成立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将全庄每家每户的土地全部入股，
实施“一庄一块田”，由合作社统一托
管，提高机械化在农业生产全过程的
耕、种、管、收效率。此建议一出，当即
赢得与会群众的赞同，特别是许立超、

许立新、于治国、许立军、许立备等村
民认为方法可行，当时就表达加入合
作社的意愿。

2 月 25 日，经过一周的商榷、筹
备，濉溪县双堆许庄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挂牌成立。施刘村离任的村党总
支书记、许庄老党员许立超被推选为
理事长。随后，通过对各家各户的土

地丈量，58户村民代表将1417亩土地
全部入股合作社，规定每亩土地保底
分红为1000元，然后每年核算一次收
益情况，去除种子、农药、化肥、机械、
工资、固定资产投入和贷款利息等费
用开支，剩余收入按入股的地亩数进
行再分红。同时采取自愿方式，从部
分合作社成员中筹集55万元资金，整

合4台大型拖拉机、5台联合收割机和
1 架植保无人机，用于合作社农业生
产，规定农业生产机械作业与人捆绑
在一起，燃油由合作社统一购置，规定
一般劳动强度每人每天支付报酬 60
元，中等劳动强度每人每天支付报酬
120元，高强度劳动每人每天支付报酬
200元。

在合作社办公室，许立超向记者
提供的一份农业生产“大托管”合同文
本显示，作为甲方的施刘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把许庄1417亩土地全部托管
给乙方双堆许庄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由其整合成一块大田进行规模化
经营，还附着经过挨家挨户走访宣传
后，征得按有58户村民代表红手印及
每户具体地亩面积的同意书。

现在，许庄往年大大小小几百个
田块全部并成一块地，呈现在眼前的
是方方正正的1400多亩大地块，群众
的土地只体现在入股丈量的一串数字
中。户与户之间的地垄沟不见了，不
合理的田间生产路被复耕了，不能种
植农作物的低洼地和小沟被填平了，
如此又新增34亩耕地，总地亩数达到
1451亩。其中，新增的耕地每年可为
合作社增加集体收入4.5万元以上。

在今年夏种中，许庄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从最大限度提高农田种植效
益出发，将1400多亩土地实行玉米大
豆带状复合种植，充分利用两种作物
高矮搭配、边行优势的互补效应，在玉
米产量有保证的情况下，每亩还将多
收 100 多公斤大豆。同时，还可享受
每亩 300 元补贴，更好地响应了国家
确保粮食安全的号召。除实现“玉米
不减产、多收一茬豆”的增产增收目
标，加上国家补贴，许庄农民专业合作
社今年秋粮纯收入有望超过50万元。

双堆集镇施刘村党总支书记任艳
告诉记者，通过村民自发改革，在没有
引入外来企业的情况下，许庄人依靠
自己把全庄的土地种成了“一块田”，
引起濉溪县农业农村部门的重视支
持。目前，县农业农村部门已组织农
业专家实地考察，拟争取高标准农田
提升治理项目，对许庄土地进行综合
治理。该项目如能实施，将在提升农
田等级、提高农民利益的同时，有效确
保许庄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粮食产量
和粮食安全，提高现有农业机械化、自
动化普及水平。

“一庄一块田”实施后，许庄村民

将土地入股合作社后，绝大部分村民
从承包土地的劳作中解放出来，他们
在拿着土地入股分红的同时，还能放
心地走出去务工、经商、创业，拿到“双
薪”。许庄 37 岁的村民于志东，在浙
江瑞安一家机械厂务工十余年，谈起
土地入股合作社的好处，他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一家3口人6亩地，靠种地
满打满算每年纯收入不超过 5000
元。土地入股以后，每年夏秋两季约
一个月的收割、耕地、播种等农活时
间，就不用再回家了。这样一来，一个
月五六千元的务工收入就不会少拿。

据统计，像于志东一样，许庄有
近百名劳动力常年在外，土地入股后
省去了往返家中的农忙时间，做到更
加安心务工挣钱。

许立超表示，许庄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在稳定经营之后，将根据运营
情况，计划开办“老年公益食堂”。在
去除分红和生产成本之后，为本庄不
能自理的老人提供用餐服务，将有效
解决空巢老人、独居老人无人照料的
社会难题，以此凝聚人心，彰显合作社

“大家庭”的温暖和担当。
双堆集镇党委书记西凤告诉记

者，下一步，双堆集镇将推广完善许庄
“一庄一块田”经验做法，以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探索破解“谁来
种地”“怎样种好地”等问题，将这一改
革成效进一步放大，助力乡村振兴战
略落地生根。

把全庄的土地种成“一块田”
——双堆集镇施刘村许庄“一庄一块田”改革落地

昔日，他身穿戎装，保家卫国；今
朝，他换上工装，笔耕不辍。淮北矿业
集团铁运处烈山工务段职工桂振岭退
伍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用手中的笔记
录老兵的英雄事迹，2 年时间走访了
200 多位抗美援朝老兵，采写了近 10
万字的采访笔记，让家乡的英雄故事
永远流传。

参加文学活动——点亮红色文学梦
行之苟有恒，久久有芬芳。2000

年，桂振岭退伍后安置到铁运处工作，
由于工作之余酷爱读书，年少时的文
学之火被重新点燃。 2017年底，桂振
岭休班在家，应邀来到宿州市埇桥区
沱河街道参加文学活动，当了解到沱
河有着许多历经各个战争时期的老兵
事迹时，惊喜之情溢于言表，平静多年
的心泛起波澜，从此决心开启书写老
兵事迹之路。

桂振岭经常去街道社区，找老兵
聊天，记录他们的精彩故事，不少老兵
都是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
援朝战争等战火硝烟，他们的话语总
是表达出对新时代的无限感慨。白天
采访，晚上再加班把老兵事迹材料整
理出来，一段时间，桂振岭共收集整理
了十多位老兵的基础材料。

高龄老兵还有许多，如果不及时
发掘报道，他们将带着故事离开。作
为一名老兵，有责任去发现英雄、呵护
英雄、宣传英雄，于是桂振岭发起了

“寻找身边英雄，讲述宿州故事”活
动。他奔走于家乡宿城的宽街窄巷
间，为了方便寻找，他特意从去宿州市
埇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要了一份高龄
老兵的名单与联系方式，搜寻范围也
从城区扩大到周边县城、乡村。陆续
又走访了姬继兰、肖涛、曹殿龙、伯克
龙等耄耋老兵。在采访过程中，许多
老兵都把桂振岭当成了知心人、久违
的战友，向他讲述当年的故事，每每被
感动着，更加坚定了他的写作方向。

寻找英雄足迹
——2年采写35万字老兵故事
桂振岭是宿州市作家协会会员，

2020年10月底，他又被宿州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聘为社会宣传员，有了这个
身份，采访老兵更加方便了。2020年

11月的一天，桂振岭接到砀山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的邀请，帮忙调查一位砀
山籍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王学风的
事迹，于是他和砀山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负责人一起寻着英雄的足迹，先后
来到沈阳、丹东、锦州、葫芦岛、北京等
地，历时5天，走访20多家单位，采访
询问了近30人。回到家后，桂振岭立
即写了一篇关于王学风英雄的事迹报
告。为了充实材料，他又从网上买了

《朝鲜战争》《震惊世界的志愿军52位
英雄纪略》等书，利用业余时间认真研
读资料，为王学风写一部报告文学，让
家乡人民铭记这位英雄。

两年来，桂振岭的足迹遍布埇桥、
泗县、砀山、萧县、灵璧、濉溪、蒙城、固
镇等地，走访了 200 多位抗美援朝老
兵，写了6本采访笔记，近百小时的录
音资料。日前，已初步编写了35万字
的老兵故事，并为合集取名《永不凋谢
的金达莱》。桂振岭说：“为抗美援朝
老兵写书只是个开始，我会为老兵一
直坚持写下去，这是一种情怀，一个老
兵的梦。”

热爱公益事业——把爱变成行动
桂振岭热衷于公益，2004年，一次

偶然的机会，他来到宿州市血站，在朋
友的鼓励下，第一次撸起袖子，至此开
启他的爱心之旅，多年来累计捐献
4000毫升血液。2012年，他成为骨髓
捐献志愿者，期待有一天用自己微薄
之力挽救别人的生命。

2018 年，桂振岭加入宿州市红十
字会志愿服务大队之后，每次队里组
织街头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他只要
休班，就去参与，在活动中宣传献血知
识、打扫场地卫生等，他说：“长期和有
爱的人在一起，自己也变得有爱了。
自己做得虽然不多，但是能尽自己的
微薄之力去帮助别人，很开心。”

桂振岭经常参加社区组织的志愿
服务活动，慰问孤寡老人、高龄老兵，
给他们打扫卫生等。2020年初，新冠
肺炎疫情肆虐，桂振岭报名参加了抗
疫志愿者，他在社区帮居家隔离人员
买菜、送药。此外，桂振岭还负责街道
的抗疫人物事迹宣传，他跑遍了街道
的抗疫卡点，与志愿者交流，及时发现
亮点新闻进行报道。他先后被宿州市
埇桥区沱河街道授予“优秀志愿者”

“优秀退伍军人”等荣誉称号。

一位退伍老兵的“红色”情怀

记者手记：

许庄“一庄一块田”是解决农业支
柱产业培植难，农业产业化推进难，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难等一系列问题
的创新举措。打破一家一户的生产
经营模式，探索出了新形势下土地合
理流转的新路子，在壮大农民专业合
作社的同时，也增加了群众收入，并
把大批青壮年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
出来，实现了经济和社会效益双赢。

许庄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商讨“一

庄一块田”实施细则。

许庄“一庄一块田”实施后推广玉米

大豆带状复合种植。

8月1日，建军节。
上午 9 时许，在利民巷一栋居

民楼简单的三居室里，92岁的志愿
军老兵仲照云再次唱响《中国人民
志愿军军歌》时，声音几度哽咽，老
泪纵横。

在老人的记忆里，那段“雄纠
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经历，是
格外沉甸甸的，也是他一生中最引
以为豪的。

“冰天雪地里，缺衣少粮。战友
们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也没能爬
起来，后面的人继续向前，没有人后
退……”翻看着、摩挲着一本记录着
战火纷飞艰苦岁月的日记，仲照云
的泪水缓缓滑落。

客厅的墙面上，挂着老人在部
队时不同时期的老照片，穿着军装
的他面容清俊，目光坚毅。

1930年，仲照云出生在安徽灵
璧。由于家境贫寒，11岁的他就开
始过着流浪生活，期间几经磨难。
1949 年 8 月，仲照云在上海南京路
流浪时，受解放军救助后参军入
伍。在军校学习后，仲照云于1951
年 9 月 12 日，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23兵团入朝作战。

赴朝前，他已经写好了未注明
归期的家书，做好了与家人诀别的
准备。

赴朝后，每天寥寥数句，他在日
记本上记录着：“ 1951年9月13日，
上级命令今夜要走70里路，实际上
我们走了90多里路，下午5点钟走，
一直走到 7 点多第二天天亮，天下
着大雨。

1951年9月14日，天阴得很，走
了一夜，早上我值班，11 点到 2 点，
困倦的我一点力气都没了，今夜走
了 30 多里路，走着就睡觉了，走到
早上4点多，就地住下来了。

1951 年 9 月 19 日，常常是吃冻
的高粱米饭，我和许多战友得了夜
盲症。眼睛一到晚上什么都看不
见，不敢出山洞……”

在朝鲜战场，他被安排到机场
施工指挥部电台当无线报务员。电
台是首长的耳目、部队的神经，也因

此经常遭到敌机轰炸。
电台班里，仲照云是唯一一

个共青团员。一次，接指导员马
秀峰的命令，他和 6 名战友一起，
赶着 7 匹骡子送一批棉衣到施工
前线。晚上，天下着大雨，伸手不
见五指，仲照云脱下自己的雨衣
盖在棉衣上。

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他吃下了
战友塞给的一坨动物粪便，挺了下
来。这一次，7 人牺牲了 5 人，仲照
云和另一位战友活了下来。“我和
战友们每一次执行任务，都是抱着
牺牲和受伤不回来的精神。”老人
努力将身板坐得笔直，已不再清亮
的 眼 眸 中 那 一 刻 跳 跃 着 灼 灼 光
亮。“我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火线
入党，我特别骄傲，浑身都充满了
力量。”

1951年12月初，仲照云随志愿
军第23兵团回国整训。回国后，仲

照云先后担任过无线电连长、通讯
营长、团长等职，期间还连续6年担
任国庆礼炮指挥官。1978年，仲照
云转业到市邮政局担任局长。如今
离休后的仲照云每天散步、读书看
报，在小巷中安享晚年。

老人还珍藏着一条破旧的军
毯。“这条毯子跟着我 70 多年了。
那年我才十几岁，在上海被坏人推
下水塘，是解放军救了我。一位穿
着军装的大哥送了我这条军毯御
寒，枪林弹雨中，这条毯子始终陪伴
着我。”

向记者展示这条珍贵的军毯，
老人目光深沉地说：“这么些年，这
条毯子跟着我出生入死，已经成为
我的好伙伴。”

午夜梦回，他总是能见到曾经
的战友，他们青春的脸庞，生动又清
晰。“他们为祖国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与他们相比，我更要感恩和珍惜

现在的幸福生活。”
“树老怕空，人老怕闲。”离休

后，仲照云仍然每天读书看报两至
三小时。遇到重要的文章，他也用
笔记下来或剪下来反复阅读，有的
书上名句还能力争背下来。“老同志
要保持活力，首先思想上不能生
锈。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就必须经
常听听党的声音，始终紧贴党的创
新理论。”

老人育有四个子女，他总是
叮嘱他们：要听党话，跟党走，为
祖国多做贡献。“个人的成长进
步，离不开党的关怀，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现在幸福的生活。”仲
照云老人说。

“脱下军装，我还是兵。”仲照云
老人的笑容直达心底，“我作为一名
抗美援朝老战士、老党员，期盼着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我们的祖国越
来越强盛！”

九旬老兵仲照云：“脱下军装，我还是兵”

仲照云老人向大女儿展示军功章。

■ 记者 吴永生 王晨
通讯员 范胜明 摄影报道

■ 记者 徐志勤
实习生 孙一菲 摄影报道

■ 记者 刘露 通讯员 张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