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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 翁正倩/文 韩磊/摄

深秋的清晨，轻纱似的薄雾在稻谷的
空隙间慢慢穿行，初升的太阳将稻田里稻
穗照得一片金黄，稻尖上的小露珠在阳光
的照射下，散发出晶莹剔透的光。16日上
午，我市临泽镇朱堆村党支部书记郭有根
早早起床，穿行在合作联社承包的稻田里，
查看田间情况。

“早啊，郭书记，下田啦！”“老郭，又来
看‘金疙瘩’啦？”路过的村民们亲切地和郭
有根打着招呼。“嗯呐，下午就要大面积收
割了，早点来田里看看。”“老陈，今年咱这
收益一定也不错啊！”郭有根一一回复道。
说话的同时，郭有根的手机也不时传来“嘀
嘀”声，原来是小程序商城销售大米的订单
提醒，他立即赶往合作联社发货。近年来，
50岁的郭有根早已习惯了网上接单、线下
发货的流程，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郭有根所在的朱堆村九组，过去叫盘粮

亭。据历史记载，盘粮亭得名于唐太宗东征
高丽时，需经此地子婴河边通往沿海，由于
地势相对很高，是盘粮的好地方，便在此地
筑“盘粮亭”，后作为纪念，被当地用作村
名。这里地理环境优越，土壤有机质含量丰
富，有江苏里下河“黑土地”的美誉，村民们
也凭借先天的地理优势，世代耕种稻谷。

由于临泽镇位置偏僻，朱堆村更在临
泽的边缘地带，交通欠发达，信息不通畅，
过去村民只知自产自销，稻谷收成虽越来
越好，但经济收益却一直上不去。随着时
间的推移，村集体负债越来越高，村内矛盾
也随之加剧。

2016年，郭有根担任朱堆村党支部书
记，当时的朱堆村头上有两顶帽子：扬州市
一类经济薄弱村和党组织软弱涣散村，这
让上任不久的郭有根焦虑不已。如何提高
村集体收入，带领村民致富？在扬州市交
通产业集团的结对帮扶下，郭有根认识到，
唯有利用好现有资源，提升大米价值，拓宽

销路，才能通过农业发展实现强村富民。
一根筷子容易断，拧成的麻绳拉不

断。为了号召全村入股成立农业合作社，
郭有根在该村45个生产组张贴入股通告，
整整10天，无人问津。但他毫不气馁，挨
家挨户进行宣传，并带头拿出全部身家，劝
说12户村民一起投资49万元，村集体也投
资51万元。拿着沉甸甸的100万元发展
资金，郭有根依靠“集体＋农户”的经营模
式，于2017年成立了佳鑫粮食专业合作联
社。由于管理有方，2018年合作联社大米
喜获丰收，但销售让郭有根犯了愁，当年仅
仅销售了40万斤。

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郭有根也开
始注意到电商的兴起，看到人们消费方
式的转变，心里一下子敞亮了，脑中也有
了方向——他要通过网络将大米销往全
国各地。2019年，郭有根慕名来到高邮市
通邮电商园，将自己的想法和朱堆村的情
况告诉了通邮电商园，得到了通邮的大力
支持。该党支部成员第一时间来到朱堆
村，实地考察相关情况，并详细进行了市
场分析。

要想提升大米价值，首先要建立自己
的品牌。经过商定，双方选定“盘粮亭”这
个品牌名，并进行商标注册。由于朱堆村
的大米多采用稻鸭种养等绿色种植方式，
不抛光不掺水不用烘干，保留稻米最有营
养的胚芽部分，有着非常好的品质，通邮电
商园帮助他们设计了胚芽香米、宝宝米等
一系列产品。从公司注册到品牌商标建
立，再到设计产品包装，从销售设计方案到
电商平台销售，通邮公司详细策划，帮助他
们建立了网上商城，教他们使用电脑，在电
商平台上推广、接单、发货……仅三个多月
时间，合作联社大米线上销售额就达到了
100多万元，特别是胚芽香米，销量特别
好。朱堆村也相继摘掉了“穷村”“弱村”两
顶大帽子，“胚芽书记”也一下子在村里被

叫开来。
今年新冠疫情期间，在通邮电商园的

助力下，合作联社通过直播的方式网上销
售大米。仅仅一个月时间，线上大米销售
就达到二十多万斤，销售额达到80多万
元，大米销往广东、上海等全国各地。

经过三年时间，合作联社粮食种植面
积从100亩扩大到如今的600多亩，每年
流转的土地分红近16万元，惠及近80户村
民；固定资产从100万元到如今的400多
万元。朱堆村集体经济则比2016年翻了
近3番，村集体外债还掉130多万元。“自走
进电商的大门，大家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正
一步一步迈向幸福生活。”郭有根和村民们
聊天时，常常感慨网络力量的强大，没曾想
手机、电脑成了“新农具”，网络成了“新农
活”，帮助他们走在了致富奔小康的“康庄
大道”上。

“嘀嘀”声又响了起来，郭有根看了眼
手机，粲然一笑，继续起手中的“新农
活”……

走在网路上的“胚芽书记”郭有根

□ 通讯员吴继原

11月11日，卸甲镇潘阳村翁当连老太
喜过百岁生日，前来祝寿的亲朋好友及周
边群众络绎不绝。当天下午，我市及卸甲
镇老龄委、民政等部门负责同志及村干部
也分别登门为百岁寿星送上了慰问金、慰
问品。据了解，连同翁当连，卸甲镇目前健
在的百岁老人已增至十位。

办寿宴，唱大戏 寿碗发了500只仍不够

当天，在翁当连的家门口，红彤彤的彩
虹门高高挂起，一条长龙式的喜棚内放有
10多张酒桌。门口的一处空地上，当地有
名的戏班子应邀前来唱大戏祝寿。堂屋
里，百岁老太翁当连身着深红色衣服，精神
矍铄，正坐在堂屋中间的“寿”字前边与家
人们拉家常。由于耳朵有点背，家人们与
她交流起来音量也比较大。

翁当连的儿子杨在龙告诉笔者，老太
共育有1儿1女，他自己69岁，其姐姐74
岁，老太现与自己居住生活，一大家子17
口人，五代同堂，其乐融融。

笔者看到，翁当连身份证上的出生日
期为1921年9月26日，经过事先商议，子
女们于11月11日（农历9月26日）为老人
置办百岁寿宴。由于前来道喜祝寿的人不
断增多，寿宴增加到29桌，而寿碗则供不
应求，一直添加到500多只。

百岁寿诞当天，翁当连共收到寿桃20
担，儿女们为其准备了足够的“红包”来派

发给前来磕头祝寿的每一位后辈。热热闹
闹的场景，让老寿星翁当连高兴不已。

生活起居有规律，还能做家务

“我老母亲身体现在还算硬朗，平时扫
地、拣菜等家务活，她还跟晚辈抢着干。”杨
在龙介绍说。

翁当连闲不住，一有时间就在家里扫
扫弄弄忙个不停，将家里打扫得干干净
净。儿媳孙庆香告诉笔者，她在镇上某企
业上班，丈夫在家门口附近修车。家中里

里外外的卫生，几乎全被婆婆包了。中午
烧饭需要拣菜，婆婆从不让旁人插手。家
人也劝说过，后来见她有点生气，也就顺其
自然了，图的是老太过得充实。

翁当连平时生活起居很有规律，早上
五六点钟起床，冬天天冷时七八点钟起
床。一般都是她自己穿衣洗漱。只有在天
气很冷的情况下，老人才让家人将早饭端
到床头。老太一辈子省吃俭用，不允许浪
费。在饮食方面也不挑剔，有粥吃粥，有饭
吃饭，尤其偏爱吃素食。

杨在龙说，母亲为人勤俭朴实，性格开

朗，从不为烦心事而苦恼，一家人和睦相
处，平淡安宁。

孝老接力棒在家中争相传递

“我6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年轻
时吃了不少苦，含辛茹苦养活我们姊弟两
人，她与男劳力一样在生产队里干活挣工
分。平时，母亲有好吃的总留给我们，过
年自己从不舍得做新衣服，都是给孩子们
做……”谈及养育之恩，杨在龙动情地说：

“现在母亲岁数大了，我们应该让她老人
家晚年生活安康无忧！”

杨在龙是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他
平时在家门口附近修车，总不忘按时回家
陪伴母亲。翁当连也不时跑到儿子的修
车摊点散步、拉家常。儿媳孙庆香一下班
回家，就会忙着照顾婆婆。翁当连偶尔感
冒、生病，杨在龙夫妇都在第一时间为她
请医问药。

为了陪伴照顾好翁当连，杨在龙、孙庆
香夫妇平时孝敬有方。老人有什么要求，
照办不误。夫妇俩会根据老太的饮食口味
变换花样，注重荤素搭配。比如昨天烧骨
头汤，今天就烧西红柿蛋汤，明天杀只鸡煨
汤，后天再买两条鱼熬碗鱼汤，尽量让老人
开胃。

杨在龙夫妇身体力行孝老的举动赢得
家人及邻里的一致夸赞。晚辈们争相接过
父母的孝心接力棒，对翁当连都很孝顺。
节假日，大家都会看望老人并为她买这买
那，令翁当连开心不已。

生活有规律，能做家务活，晚辈们很孝顺——

百岁老人翁当连的幸福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