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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岁的沈慈声，家住上海松江佘山脚下
的江秋村，名片上的头衔是“上海众益桃业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不过，老人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是“我就是个农民”，常常他还要补充
一句：“不仅我是农民，我的儿子也是农民，
我的孙子也是因我的影响而学农，从事农业
相关工作的。一家三代都是上海农民，我们
高兴。”

!那时最大的梦想就是
啥时能吃顿饱饭"

沈慈声在家里排行老二，父母生了 #男
"女。他读到初二，便辍学回家务农了。老沈
说：“我 $"岁开始到生产队里当小劳力，是
跟在犁地的牲口后面做些扒地、平地的活，
也就是‘管牛屁股’的事情。就这样，传统农
业耕作的每一样农活我都烂熟于心，后来我
当了 !年生产队长，还成为上海乡镇里的第
一批高级农技师之一。”

这辈子最令沈慈声难以忘怀的事情，是
十八九岁正值长身体时的贫穷。他说：“俗话
说：‘十八九强壮，杨树连根拔。’但那时一家
人都吃不饱饭。家里穷啊，用我们农家话来
说，就是‘透支一百，心里一吓；透支一千，心
里一亏’，意思是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吧。饿肚
皮的感觉真的不好受。我们家兄弟姐妹多，
住的是土坯房，比现在的猪圈还要差，用茅
草挡挡风雨。家里人多，粮食就消耗得多，买
衣服要花钱，要凭布票，这都是全家的最大
难题。那时，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啥时能吃顿
饱饭，能吃到点肉，还能不用布票买件新衣
服。当时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

老沈感慨地说：“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
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
粮食。这真是讲到了我们农民心里，也道出
了我们的责任。”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
我的今天"

“在村里，我的养老金算是高的，因为我
是以公务员身份退休的。我当过镇农业公司
经理、农办主任。但是，我一辈子学的最大本
事就是干农活啊，所以，一退下来我就回家
承包农田了。”沈慈声说，村里许多人几乎都

住进城里的商品房了，这是大家一直向往的
生活。但他还是选择留在村里，守着农田，看
着庄稼，认为农民就得闻那种泥土味，否则
生命就没啥意义了。%&&#年，老沈联合一些
有意向的农户办起了合作社，承包了 $&&&

多亩桃园，为的是让曾经闻名的佘山水蜜桃
重整旗鼓。他引品种、跑市场、传技术，为经
营户提供生产所需的各种服务。如今，这个
合作社已成为上海农科院的桃树种植示范
基地，而且是佘山水蜜桃标准化生产园。“这
真的要感谢党的政策好，正是有了改革开放
的好时代，才有了我们农民今天的幸福日
子。”老沈说。
“最近桃子成熟了，不信你尝尝我们的

水蜜桃，一点不比别人的差。$&多年来，我们
最多时有 $'个品种，其中有油桃、早黄桃、
塔桥、湖景蜜露、阳山 '#$、日本桃、蟠桃、晚
黄桃等，在全市评比中先后获得 $&个金奖、
(个银奖、(个铜奖。‘神母牌’佘山水蜜桃，
由于严格按照国家规定使用肥料，严格控制
各个生产环节，如实记录生产流程，确保了
品质上佳，曾获得过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证

书，被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评为绿色食
品。”说起桃子，老沈总有说不完的话。在他
的带领下，许多农户通过种桃富了起来，水
蜜桃也成了佘山脚下的一张金灿灿名片。

!科学种田#就看我孙子
这一辈了"

“我老伴也是事业单位退休的，以前在
镇幼儿园工作，退休后也跟着我来当农民
了。”老沈说，妻子除了在合作社里做些买汏
烧等杂事，还要帮着销售农产品。他给一儿
一女取名“立坚”“立强”，就是希望他们要做
一个坚强的农民。“儿子以前在厂里做工，
%&&&年时我把他叫到跟前说，我包了 %'亩
地，你肯跟着我一起干吗？儿子其实是很懂
我的心思的，立即答应了下来，辞掉了工作
回家跟我种桃子与水稻。后来我们越做越
大，发展到了 $)&亩果树。”令老沈欣慰的
是，儿子的农活也上手得很快，而且还学会
了农机操作、保养、维修等技术。

一辈子迷恋农田的老沈，后来又动起了
孙子的脑筋。老沈的孙子沈翰德是 *&后，中

专读的是工程造价专业，但在考大学时，爷
爷却硬要横插一杠。小沈说：“我本来想考金
融、艺术之类的热门专业，记得当时爷爷对
我和我爸妈说，还是学农好，当农民有啥不
好，忘了饿肚皮的日子啦？中国是个农业国，
大家都不想当农民了，吃什么啊？我们家就
要立一个规矩，以后子子孙孙都要有人当农
民。就这样，我改了高考志愿，考进了上海农
林职业技术学院，学的是农业技术，毕业后
进了一家农机公司。”

沈翰德把一本畅销书《我在美国当农
民》几乎翻烂了。这本书写的是一位人称“城
市新农夫”的女博士，她的传奇经历也被称
为是中国农业新实践的范本。“我被这本书
吸引了，就带着爷爷跑到北京顺义‘城市新
农夫’基地里去探秘，看看别人是怎么科学
种田的。但爷爷却对我说，做农民来不得半
点投机取巧，真真切切是一分耕耘一分收
获。他要求我先要从基本的农活学起，要熟
悉农业的节气、稻田耕作的各项概念和要
领，当然，爷爷更希望我发挥专业特长，在机
械种田、科学种田上要超越前辈。”

沈家三代在佘山脚下务农!栽好吃的桃!种好吃的米

“要让子子孙孙都当幸福的农民”

! ! ! !沈慈声把家就安在了合作社的仓

库旁!以桃园为家!与鸡鸭为伴" #我的

米可香了!吃口也好!是上海人喜欢的

软糯香型的" $他说!现在每天要到田里

转一转!到仓库里看一看!离开了田头!

闻不到稻香!还算啥农民%

现在!老沈和儿子还承包着 !""多

亩水稻田!培育出&南粳 #$ 号$等水稻

优质品种% 他的心愿是将此培育成上海

最好的优质大米%

&我算是个传统农业的农民吧!我

的儿子做的是现代农业的农民!等到了

我孙子这一辈! 就应该当个科学农业'

生态农业的新型农民了" $古稀之年的

老沈!仍有着无限的憧憬"

! ! ! !一个已经赴海外留学的姑娘!想到故乡

上海!内心总有个小遗憾(((和最爱的小学

语文老师&失联$了%姑娘仍记得老师在大热

天搬来自己种的植物!带着全班仔细观察的

模样)也记得老师在课堂上教学生怎么发绿

豆芽!怎么记录绿豆芽的成长%这次!姑娘回

国过暑假!参加了一个街道活动% 主办方悄

悄帮她和老师重逢% 当师徒俩受邀上台时!

姑娘竟然一时哭得不能自已%

这是向阳小学校长范建军最近遇到的

一桩小事!让学生惦念多年的是该校资深教

师夏靖词%前两年!夏老师赴薄弱学校支教!

姑娘则以为老师已经离职%幸好!终又相遇%

说起这个故事!范校长感慨良多% 如何

做一个让孩子爱一辈子' 惦念一辈子的老

师!一定不仅是多讲几道难题'多几句&碎

碎念$那么简单%去年!教育部颁发了*新时

代中小学 +幼儿园, 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

则-!在向阳小学校园!一场有关#今天我们

怎么做教师$的讨论'一次体悟童心的旅程

也由此开始% 有老师说!孩子最厌烦的!是

动不动就给父母打电话告状的老师! 给他

们期限!让他们自己尝试解决问题!才是更

被认可的方式)有老师说!赢得孩子的心!

关键在#共情$!除了进步时的喝彩!退步时

送上鼓励'分担焦虑!更能获得孩子从心里

的认同%

由此想到!几年前采访美国年度教师的

莎娜.皮普斯+%&'((' )**+,*-,时!她分享的

回忆///&!岁的时候!我就想当一名老师%

老师可以不管自己心情如何! 遇到什么事

情!都能站在校门口和每个学生微笑问好%$

追随着脑海里的这个镜头! 她梦想成

真%她执教的是一所生源非常糟糕的公立高

中!绝大部分学生来自贫困家庭% 莎娜找来

每个人的照片和录取通知书!在教室里布置

了一面荣誉墙% 她把一节节课录下来!一节

节分析!结果发现!看上去安静的课堂里!有

人在走神!有人在玩手机!或者做一些不相

关的事情%为此!她开辟了不一样的&安静时

光$% 任何人不带手机!也不带书本!安安静

静地坐在草坪上!写下自己的感受!学会专

注%随着年龄增长!读过的课文'做过的习题

甚至是经历的考试! 一定会在记忆里模糊%

但那些温暖瞬间!却会一直闪耀着微小却坚

定的光芒%

念念不忘 陆梓华

! 特战队员顶着高温苦练本领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 ! ! !“一名歹徒在持枪抢劫后劫持一艘油
轮，企图逃窜，现命你部迅速追击。”炎炎
夏日，热浪滚滚，一场水上反劫持演练在
淀山湖中心打响，这是武警上海总队机动
二支队正在进行的第三季度“魔鬼周”极
限训练中的一个场面。
在碧海金沙，队员们针对水上反恐课

目进行了训练。特战队员携带武器装备，
采取蛙泳或侧泳的方式横渡，战术操舟则

对特战队员的协同配合发起了挑战，特战
队员要先扛舟奔袭 $公里，而后水上划行
%公里后，对岸上目标进行射击。
在一周内，近百名特战队员将围绕极

限体能、实战技能、综合战术、心理挑战等
内容，采取计划与随机导调相结合方式，
共需完成体能、技能、战术、智能、心理、野
外生存等 (大类、#)项内容的训练。

通讯员 谢乐威 记者 江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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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的故事%

! 沈慈声+右,查看库粮 资料照片

闻不到稻香
还算啥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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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王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