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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作品〉〉〉

行舟于岁月长河，撷几片
嫩茶叶，舀一瓢清澈的河水，将
往事熬出淡雅的芬芳。

自行车篇

在东方似是晨曦初露，乍
回身，已是大地明亮。“叮呤呤
……”清脆的车铃声响起。“让一
让 ，让一让”一位身穿洗得泛白
的绿色衬衫，身挎帆布包的年轻
人喊道。他骑着一辆老旧的“二
八杠”在乡间的石子路上颠簸
着，车后座两旁连着的两个鼓鼓
囊囊的绿色布袋也随之晃动着，
袋子上的“中国邮政”四个大字
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村长好！”年轻人点了点
头。“哦，小王啊，来送信啦，有

我的信不？”村长憨厚地笑笑。
“有的，有的”年轻人连忙刹车，
车轱辘与刹车皮摩擦，发出刺
耳的声音，车子滑出去好远才
完全停下。年轻人下车，打开
布袋，在信堆里翻找着，车后座
间的铁丝和后罩壳摩擦着，“吱
呀”的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

摩托车篇

“快点儿，这边还可以再放
一包。”一对年轻的夫妇忙碌
着。庭院中，停放着一辆黑色
的春兰踏板摩托车，上面堆满
了年货。远处，爆竹声哔啵作
响，屋内的电视机里重复播放
着前一晚的春节联欢晚会，屋
外人来人往，人们走亲访友，互

相祝福，到处是欢声笑语。
“妈那边再拎一箱牛奶吧！”

妻子建议道，丈夫点点头，拿来
了箱牛奶，可是放哪儿呢？座位
下面已经满了，脚踏板上也没地
方了。“那只好把饼干挂到龙头
上了。”丈夫抽出饼干盒，把牛奶
塞进去，嘿！刚好！夫妻俩满意
地点点头，他们四岁的女儿懵懂
地站在旁边，看着爸爸妈妈绞尽
脑汁地想把年货堆在摩托车上。
在她幼小的心灵里，那辆摩托车
就是她的欢乐源泉。

汽车篇

“嘀——嘀——嘀”街道上
一道道喇叭声打破了早晨应有
宁静。尽管才 6：30，路上已显
露出繁忙的迹象。“快点儿，快
点儿，要迟到了，今天还要考试
的！”我催道。说完，我低下头
去，腿上摊着一本书，嘴里小声

读道：“彩舟云淡，星河起，画图
难足……”

“丫头，不是我不想快，实
在是车太多了。现在人们生
活条件都好了，谁家没有个一
两辆车？”绿灯亮了，车子发动
起来，在读书声中，驶向光明
的未来。

尾声

慵懒的午后，小小的客厅
里撒满阳光，三代人围坐在沙
发上，翻看着一本大相册。

“爷爷，你以前还当过邮递
员啊？”我十分惊讶。“啊，是啊。
喏，你看，还有自行车呢。在那
个年代里有一辆自行车是一件
很了不起的事呢！”“是啊是
啊 .”爸爸也插话道。“那时哪像
现在，家里有一辆自行车很了
不起，我也是上了初中，要进城
读书，才给我买了辆二手的自

行车。”
又翻了几页，看到爸爸妈

妈站在摩托车旁，怀里抱着我，
笑得脸灿烂，身旁的车上堆满了
东西。“那时没有汽车，逢年过
节，我们就把年货堆放在脚下，
爸爸骑车，你妈抱着你坐后座，
一家一家去拜年。现在这日子
啊，越过越好！我们都笑了。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
它的叶子，一切都朝着花开的
方向驶去。

江苏省华罗庚中学高二
（10）班王雯萱

岁月如车

在薛埠镇花山村一家蜜蜂
养殖场，郑定华夫妇正忙着做
越冬准备工作。他告诉记者，

现在养着 150 多箱蜜蜂，每年
有 20 万元左右的稳定收入，这
都得益于加入了圣贝特蜂业专
业合作社。“之前自己单干，不
成规模，产品销路也有困难，每
年只有 2、3 万的收入。现在遇

到问题，合作社有人上门指导，
蜂蜜销路也解决了。”

圣贝特蜂业专业合作社
一直坚持“蜂农+基地+合作
社+公司”模式，通过统一供
种、采购、技术、培训、销售、品
牌的方式，先后在浙江、安徽、
江苏、河北、辽宁、陕西等地建
立生态蜂场 102 处，带动蜂农
近 500 户。

近年来，该合作社不断研
究蜂蜜衍生产品，形成了以蜂
蜜、蜂王浆、蜂花粉、蜂制品为
主的 4大类 30多个中高低档系
列产品，并利用电商平台销往
全国各地，进军海外。去年合
作社经营收入达 520 万元，合
作社蜂农成员户均年收入达 15
万元。圣贝特蜂业专业合作社
社长章浩表示：“我们以高于市
场时价的 10%左右收储成员的
生态蜜和初级加工蜂蜜产品，
来提高合作社社员的收入。”

蜂蜜合作社：

产品多元化 销路顺又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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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提档升级谋发展 拉动乡村振兴新引擎

在薛埠镇下杖村，常州
市佳泰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告诉记者，今年该村水稻
的产量和品质都不错，秋收
时机合作社的农机派上了大
用场。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此
次共收割水稻 1200 亩，每天
3 台收割机同步进行收割作
业，机械化收割不仅提高了
效 率 ，而 且 实 现 了 增 产 增
收。“水稻还没有收割完，就
有客商前来预订，不仅合作
社效益好，我们村民也跟着
过上了好日子。”村民们纷
纷表示。

常州佳泰农业专业合作
社流转农户土地 1200 余亩
集体种植经营，积极谋划开

展以稻谷种植为基础的多元
化模式，每年给村民发放粮
食或者租金，并带动周边 20
多名村民就业。村民盛国华
表示：“家里 4亩地原来自己
种，一年收入只有几千元，现
在流转给合作社，我就一直
在合作社里工作，每年有 5
万元左右的收入，日子过得
很安心。”

合作社以壮大集体经
济、增加农民收入为宗旨，为
周边农户提供机耕、育秧、机
插、植保、机收等“一条龙”服
务。同时，通过创新水稻种
植所需的新技术，组织村民
开展技术培训、技术交流和
咨询服务，帮助村民降低生
产成本，增加经济效益。

农机合作社：

生产机械化 致富好帮手

本报记者 余月霞

在万叶水产专业合作社，
记者见到了刚收完螃蟹的合
作社成员孙秋生，说起加入合
作社后的收入变化，孙秋生难
掩心中喜悦：“2009 年合作社
刚成立的时候我就加入了，之
前自己养鱼，收
入不高还不稳
定，现在好了，
每年收入都有
几十万。”

近年来，万
叶水产专业合
作社以农村科
技服务超市为
平 台 ，以 科 技
成 果 为 抓 手 ，
围绕服务水产

养殖开展了一系列成果推广
活动，合作社成员河蟹养殖平
均亩效益在 5500 元以上，比一
般养殖户高出 20% 以上，成效
显著。

为让成员持续稳定增收，

增强合作社发展后劲，今年，
万叶水产专业合作社主动承
担起我区农民合作社窗口社
试点任务，为 102 名成员建立

“一档一证一卡”。合作社从
育苗到销售、投入品使用、品
牌销售共享等方面为成员提
供一条龙服务，并对产品执行
严格的质量检测，以品质求效
益，打造从塘口到餐桌的食品
安全链条。

编者按：近年来，我区大力推广“合作社+农户”模式，拓展农民增收渠道，调动农民增收积极性，为乡村
振兴增添持续动力。去年，我区被列为第二批全国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着力打造一批优质
农民合作社，推动农户抱团实现共同致富。

水产合作社：

提升科技含量 优化产业结构

图片由相关合作社提供

合作社参加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

上图：郑定华夫妇在蜂场采蜜

左图：原料蜜统一收购储运

上图：成品秧
装车运出

左图：农机手
在田间收割
水稻

蟹农喜获丰收 周芬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