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仅仅赞美是不够的……
走在乡间的田野上，我市不乏刘庭权这

样的敢于一跃者。甘垛镇丰园菌业、苏中大

地，汤庄镇的十二粉黛，车逻镇的绿森源，临

泽镇的渔光互补项目，可以说，每个乡镇园区

都有一两个以至更多这样的一跃者。他们原

本不是从事农业，是在其它行业完成了资本

原始积累后投资农业。这些众多一跃者中，有

的已经尝到了调整的甜头，收获投资的回报，

有的还处在草创阶段，有的还仅仅在一步一

步地摸索。

无论如何，这是农业的新希望，也是新农

村建设的新希望。今后，地由谁种，现代农业

由谁发展，回答是肯定的，就是让那些既有市

场经验和投资资本，又有创业激情的投资者

去种去发展。否则，种地就只能传统下去，与

现代农业渐行渐远，农业的弱势地位就不可

能得到改变。

我们赞美刘庭权们的惊人一跃，但仅仅

赞美是不够的。有一个事实不可回避，有投资

资本、有市场经验、有创业激情固然重要，有

了这些，还不一定能发展好农业，因为他们到

底从其它行业而来，“隔行如隔山”，农业自有

农业的发展规律，要不然，刘庭权就不会折腾

和苦恼了。

赞美的同时更要托一把，帮助他们完成

华丽的“一跃”，比如在规划、技术上给予指

导，在政策上给予倾斜，在舆论上给予引导，

以免他们一跃不起、一蹶不振。

市分管领导和开发区领导多次到唐墩农

庄考察，有目的地帮助刘庭权解决一些发展

中的难题，给刘庭权以鼓舞和推动。各乡镇园

区对于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于这些新

农民，也要拿出诚意和措施，不能一招了之，

更不能“关门打狗”，要切切实实地解决一些

实质性的问题。刘庭权的困难就是他们的困

难，刘庭权的困惑就是他们的困惑，帮助他们

走实走好新的一步，对于发展现代农业，对于

建设新农村，对于造就新农民，意义重大。

农业生产已经从传统中走出，步入了第

六次产业革命（经济学界称现代农业为第六

次产业，即1×2×3产业模式，将生产、加工、

销售高度融合）时代。刘庭权以及一切敢于一

跃的探索者们赶上了好时代，只要以市场为

导向，以消费者为主体，以新技术、新品种为

依托，就不愁一跃之后的健步如飞。

相信他们不仅以其华丽的腾身一跃而吸

引人眼球，更会以取得的显著经济社会效益，

而得到广泛的关注、支持和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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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庭权的惊人一跃
□姚正安

在高邮服装界提到刘庭权，大家都是熟

悉的。他在国有企业高邮市服装厂工作过若干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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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随了老家在马棚的妻子，到马棚

创办了一家服装厂，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说不上顺风顺水，也没有过大起

大落，企业一直平稳地发展。用刘庭权话说，发

不了大财，日子好过。

可是，刘庭权却又走上了一条与服装毫不

相干的产业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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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某一天，镇长请他陪自己到某村

的渔塘看一下。镇长指着一大片养殖区域说，马上

镇里要对这一片水域进行流转，发展规模养殖。

一旁的刘庭权说，全部包给我。

镇长正为规模发包犯愁，听刘庭权有意为

之，很高兴，“包给你，好啊，你脑子活，又有资金，

镇里再从政策上给予支持，一定比现在搞得好。”

刘庭权就这么一说，根本没放在心上。谁知

镇里当回事了：身边的资源，怎会轻意放过，并

就刘庭权承包养殖召开专门会议，加以推进。

刘庭权骑虎难下，说，“包就包，但我不能只

包渔塘，还要包一些农田，要做就做大。”

刘庭权决定进军农业。家里人坚决反对，说，

服装搞得好好的，人头熟，路子熟，工艺熟，赚钱

不多，但稳当。要搞什么农业，农业的风险多大，

你知道吗，有几个农民发财的，你不是找死吗？

朋友们认为刘庭权是开玩笑，是一时兴起，

你刘庭权是城里长大的，从来没有接触过农业，

你知道农业的水深水浅吗？如果农业这么好搞，

还轮到你刘庭权？要是你个旱鸭子也能趟水，农

民大可不必到城里打工，都回家种地好了。

家人的劝说，朋友的意见，出发点都很好，

都是怕他一个猛子栽下去出不来。刘庭权心里

清楚但决定了就不再改变。他说，我原来也不懂

服装业，是一点点学来的，搞服装的很多，而一

路走下来的很少，我是从失败中汲取教训而小

有成功的，用学习服装的态度和精神从事农

业，不怕农业搞不好。

态度坚决，言之不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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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完成土地流转，注册资金一千

万元，成立扬州市唐墩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刘庭权站在服装业的高台上，腾身跃向第一产业。

刘庭权从服装业跃向种养业，确实是惊人

的一跃。这不仅仅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涉及到

生产经营管理各方面的调整，刘庭权能调整过

来吗？人们只能拭目以待。

看起来，似乎也不复杂。渔塘里养鱼，农田

里种植。养什么，种什么，大有讲究。随心所欲，

或者跟风走，都要付出代价。这是刘庭权后来

悟出的道理。

他听说养泥鳅赚钱，就跑到安徽购买泥鳅

苗，可十万元泥鳅苗被老鱼塘里没清空的大黑

鱼吃得精光。

他看到市场上鲫鱼价格高，便养鲫鱼，可

是，一旦上市，价格暴跌。养在塘里每天烧钱，

拿到市场上不划算，成了烫手的山芋。

他还曾在冬季养鹅，一千只毛绒绒的鹅

苗，用大功率的电灯取暖，每天夜里起床侍候，

死了一半不说，待鹅养成，价格低得要命，一气

之下，不卖了，天天杀给服装厂的工人们吃。

二百多亩葡萄，第三年挂果，卖了接近二百万元，

可第四年，开花季节天天下雨，只卖了七十多万元。

这些情节简单的故事，只是刘庭权四年农

业生产过程中很小很小的情节，其艰辛与不易，

当然不是这些提纲式的故事所能够反映的。

刘庭权说，四年来，每天只在服装厂待一两

个小时，其余时间全都在农田里。农田里的事太

多了。以前，还常常打打牌消遣消遣，现在坐不下

来玩，心思全在鱼啊果啊上面。二十多年服装上

赚的钱垫上去了，只看到小小的回报。今年三亩

草莓卖了十万元，效益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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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外卖，都是

客人自摘。如果气候好，葡萄也应该是大年。鱼类

品种，正在调整，效益如何，还要看市场。

他还借邻近地名为自己的承包地起了一个

“唐墩农庄”名字。他津津有味地自誉，这个名字

好，墩里有土，农业离不开土。

家里人为他着急，弄这些有什么用，赚到钱

是真的。朋友们也常常关心，甚至有人劝他收手。

开弓哪有回头箭。刘庭权非但没有灰心丧

气，言语中透出坚定的信心和美好的希望。

他说，这几年确实不能算成功，但不成功的

因素很多，有人为的，也有市场的、自然的，我毕

竟刚进入农业，属于门外汉，不缴点学费，哪会

长知识。也要看到有利的方面，农业是人的命根

子，永远是朝阳产业，只要路子对，产品好，不愁

不来钱。我的农庄在省道边上，与清水潭度假区

仅一路之隔，汤罐水也会被带热的。一个新的规

划在刘庭权心中酝酿，他要建造一座高标准的

玻璃温棚，还有生态餐厅，对农庄基础设施进行

全方位配套建设。很显然，刘庭权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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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文章，也就是不仅要发展种养业，还要发展旅

游休闲业，用优质产品和优良环境将游客吸引

来，又通过游客将农产品带出去。

刘庭权沐浴市场的风风雨雨二十多年，有

独到的眼光，他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发展规划很

有胆略，适度超前。他所面临的困难也是显而易见

的，比如资金、技术、策划、销售，等等，每一个环节

都是一个制约因素，克服不了就捆住了手脚。

笔者佩服刘庭权的惊人一跃。他从服装加工

生产到承包一千亩土地（六百亩鱼塘，四百亩粮

田），确实是惊心动魄的一跃。他的一跃，说明农业

是有吸引力的；他的一跃，为众多人踩出了一条

路，为更多的民间资本投资农业提供了借鉴；他的

一跃，规避了农民小户生产经营的风险；他的一

跃，也可以回答一些人“谁来种地”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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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立锦：日本鬼子纸老虎
昨日，记者赴扬州汊河采访当年参加对日

最后一战的“红小鬼”顾立锦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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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顾立锦出生在宝应县射阳区顾河

村一个家境十分贫寒的人家。但多年后侵华日

军的铁蹄毁灭了他的家，顾立锦成了孤儿后到

一大户人家做长工。

顾立锦在中共高邮县委领导人夏雨的号召

下，投奔革命队伍。他说，当年夏雨召集当地许

多在地主或大户人家做长工和为他们放牛、牧

鸭、喂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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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青少年积极参加抗日队伍，

至今还记得夏雨教他们唱的歌：“长工们起来

吧，丢下锄头和镰刀，大家来当新四军。”

夏雨十分喜爱顾立锦的机灵，一次对他说，

你现在一只手举两块砖头，踩水过河（仅用两只

脚划水过河），砖头不能潮。顾立锦立即照办，两

手举着四块砖头，高过头顶，在河里游了个来回。

夏雨十分高兴地对他说：“你现在就当我的警卫

员”。从此，顾立锦跟随夏雨，参加同日伪军以及在

解放战争时期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战斗。

在抗战时期，顾立锦与“红小鬼”们化装成

年轻妙女，头扎花巾，身穿红布袄，手撑小花伞，

腰挎竹篮，进入敌占区诱敌。一次，他们来到日

军碉堡前，一名站岗的日军见是几个小女孩子，

一边喊：“花姑娘，咪西咪西”。一边招手要他们

走过来。顾立锦他们假装既害怕又扭扭捏捏地

来到日军面前时，掀开竹篮布巾，掏出几只熟鸡

蛋给他吃。

当日军吃鸡蛋放松警惕时，他们把一根绳

子套在小鬼子的脚上后，又迅速把另一头套到

鬼子的军马上，在解开马的缰绳的同时，突然在

马头前打开小花伞，军马惊恐地撒开四蹄狂奔，

这小鬼子便一命呜呼了。

顾立锦他们还时常背个粪篓，以沿途拾粪

为掩护侦察敌情。他们经常潜入到敌占区，割断

敌伪军的电话线，锯断电话杆子，破坏他们的公

路。由于顾立锦的枪法准，水性又好（潜水能力

强），人称“水獭猫”“金钱豹”。他经常受命一人

执行传递情报的任务。

一年冬天，顾立锦把情报用小瓶子塞进肛

门，两天仅吃了两只冻得硬梆梆的小饭团。由于

仅能走草苇芦荡，因此，穿的鞋子、裤子都是冰

冷刺骨的。他说，多亏沿途人民群众的掩护帮

助，不然要冻死在途中。

顾立锦说，抗日战争时期，物质条件十分艰

难，因此，他们平常一天只吃两顿，只有打仗了，伙

食才稍微有所改善。但是，精神生活十分丰富。他即

兴唱起了当年的歌曲：“小小尖刀快又快，练好本领

怀里揣。鬼子来我不怕，二黄来刺死他。”“手榴弹圆

又圆，打碉堡冒青烟，请鬼子二黄上西天。”

顾立锦在参加解放高邮的战斗前，还参加

了解放兴化城的战斗。那时，他们“红小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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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已编入高邮独立团。

在攻打高邮城的战斗前夕，夏雨对他们发

出动员令：同志们准备好，擦好枪和刀，等待命

令到，胜利在明朝。

当年，顾立锦他们的

任务是攻打高邮东门。而

进攻东门最大的障碍一是

开阔地，二是敌人凭借净

土寺塔，居高临下射击。对

净土寺塔上的敌人，顾立

锦他们一面对其强攻，一

面断水，迫使敌人缴械投

降。随后立即开始攻城，几

十架云梯架起，冲上城墙

的战士双手被敌人砍断。

攻城失败了。

足智多谋的夏雨说，

扎草人，让它穿军装戴军

帽。部队又开始攻城，战士

们手举草人在前，嘴里含着

手榴弹，敌人上当受骗，我

军终于突破东门。

攻入东门后，顾立锦抓了一名日军军医。这

名日军军医在经教育后积极配合我军战斗，向

还在负隅顽抗的日伪军喊话，要他们缴械投降，

新四军优待俘虏。同时，还积极为我军受伤人员

治疗。后来，这名军医自愿留在中国，与宝应一

名女子结婚成家立业。据顾立锦介绍，这名日军

军医对中医知识十分了解，采用“土方土法”为

新四军指战员治疗关节痛等疾病，十分有效。

顾立锦活捉一名日军军医，立了功，受到华

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的夸奖。粟裕亲自对他说

了“七件事”：国家的事，天天做；复杂的事，细心

做；重要的事，用心做；别人的事，帮他做；个人

的事，空闲做；不懂的事，边学边做；来来往往的

事，准备着去做。

顾立锦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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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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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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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入党。他说，

想不到，两年后的这天，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

降，日本鬼子纸老虎。

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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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顾立锦由于患病，回到

家乡休养。他说，前些天在孩子们的陪伴下，参

观了设在高邮公园的抗日战争最后一役纪念

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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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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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大阅

兵，他充满了期待。 胡玲 项俊东 任仁
寻找抗战最后一役

———高邮战役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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