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飞和他的家庭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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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泰州时记载道#$这城不很大! 但各种尘

世的幸福极多%&

那天一大早!赶去富春大酒楼!早上%皮

包水$&据说!这家店始建于 #$!!年&当年!泰

州籍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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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和蟹黄汤包!外加一壶绿茶&

大堂里座无虚席& 突然!一个声音尖叫

起来#(我们泰式早茶到广州去 %&了& %转

头看去! 一个小伙子刷着微信继续直播#

(在广州酒家!人好多!在切干丝& %一时间!

人们议论纷纷!自豪感荡漾&

入夜!微醺中探访(水包皮%& 这是老街

刚开张的复古澡堂!上下两层& 一楼的吧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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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泰州的‘泰’字，拆
开来是‘三、水、人’，说
的就是江河海三水，滋
养着泰州一方的人。让
泰州水清城美永存后
世，是我们市委市政府
的责任、使命和良心。”
泰州市委副书记杨峰开
宗明义。
“虽然我们泰州城

小，人少，但建设美丽生
态的决心并不小。前不
久，我们召开了市委四
届五次全会，确定了泰
州生态文明建设‘三步
走’战略：第一步，到
!"#$ 年创成国家生态
市；第二步，经过两三年
努力，把泰州基本建成
具有亮点、特色和优势
的生态名城；第三步，比
全省提前两年，也就是
!%!" 年创成全国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
目前，泰州生态环

境质量评价指数位居江苏前列，已先后建
成了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
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宜居
城市等，所辖的靖江市、兴化市和泰兴市已
全部创成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杨峰副书记感慨地说：“一个城市生态

文明好不好，不是专家说了算，也不是考核
说了算，归根结底要老百姓都认可，要让生
态文明写在百姓的笑脸上。我是个土生土
长的泰州人，也是个永久牌的泰州干部，搞
好泰州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是为我们的未
来幸福生活和子孙后代负责。”

根据泰州的十二五规划，泰州未来将
基本建成产城一体的医药名城、形神兼备
的文化名城、和谐共生的生态名城。作为
长三角中心城市之一，泰州多年来积极接
轨上海、服务上海、依托上海，策应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战略，不仅上海的发展注入了
“泰州元素”，泰州的发展更拥有了强劲的
“上海动力”，形成双赢格局。

杨峰副书记笑着说：“现在，泰州已经
进入了上海两小时经济圈，来泰州自驾游、
看油菜花、体验慢生活的上海人越来越多，
泰州已经成为了上海的后花园。而泰州的
绿色农副产品也在越来越多地运往上海，
搞好泰州的生态文明建设，保护好泰州的
水土，也是在保护上海人民的舌尖。”

本报记者 徐利刚 梅璎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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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是一座水的城市。&'(公里长的古城河
如同一条项链绕城而过，河面水清鱼跃，微波
荡漾，两岸柳树垂荫，郁郁葱葱，沿岸名楼名
园目不暇接，这就是泰州凤城河的今日印象。

两千年前的泰州，是一个长江、淮河、黄
海三水汇聚的水城。“州建南唐，文昌北宋”。
到宋明时期，泰州已成为华夏的大城市之一。

老泰州人依稀记得，过去的凤城河碧波
万里，男人们在水码头里挑水，女人们卷着裤
管站在河边淘米洗衣。然而到了 (%年代，因
备战开挖防空洞工事，北城门外向东一段河
道被填埋。经年累月，从迎春坝至坡子街一段
河水渐渐变差发臭。从岸边经过，人们就能闻
到河水散发出来的浓浓腥臭，纷纷掩鼻。)%年
代时，泰州第一水厂又将制水过程中澄淀的
大量泥浆排入河道，河水由浑变浊，由浊变
黑，再加上两岸居民、作坊、工厂源源不断排
放进来的生活生产污水，凤城河成为了一条

“黑水河”。
!%%*年，泰州市委市政府决定下大功夫

拯救这条母亲河。!%%*年底，&%%年来的首次
河底清淤在凤城河浩浩荡荡进行。据凤城河
风景区管委会副主任李良回忆，那次清淤工
程全长 !%%%米，水面平均宽度 #!$ 米，深度
近 #米，耗时 $%余天，完成清淤土方近 !$万
立方米。此后，凤城河沿岸企业全部搬迁，居
民整体搬迁，排入河道的污水管网一一封闭，
河道两岸开始栽种绿树开辟缓坡，每年几次
向河里投放几十万尾鱼苗。凤城河越来越清
了，现在已经达到了国家三类水质。
凤城河是一边拆迁，一边建设。为了再现

母亲河的风采，沿岸的企业和居民纷纷响应
政府的号召。始建于南宋的泰州标志性建筑
望海楼，原先是泰州糖果糕点厂，生产的名牌
食品畅销国内。结果，它成了第一个从凤城河
边搬迁的企业。还是在凤城河边的一个地块，

#%$*户居民从整体搬迁到超大型城市综合体
建成，仅仅花了 #(个月的时间。现在，一个个
湮没于历史尘埃的文化景观在悠悠城河两岸
得以重现。不论是彰显厚重历史文化的望海
楼、文会堂、州城遗址，还是展现泰州独有戏
曲文化的梅园、桃园、柳园，或是讲述生动民
俗文化故事的百凤桥、飞来钟、隐龙桥。

华灯初上，凤城河沿岸水面上就会浮起
排排荧光，那是钓鱼爱好者们开始享受“夜
钓”的乐趣。而在前不久，这里还举行过全国
性的群众游泳比赛。放眼望去，许多的市民和
游客坐上画舫泛舟河上，品着泰州特色糕点，欣
赏沿河风光。河畔的泰州老街和民国建筑风格
的三水湾街区内人头攒动，在凤城河的自然和
历史人文景观映衬下，成为泰州最具特色的
一道靓丽风景。
十里城河，十里画廊，凤城河景，美不胜收。

本报记者 梅璎迪 范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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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岁的孙飞，可能是我国最年轻的农场
主。他的农场有 +%% 亩田地，就在他的家
乡———泰州市姜堰沈高镇河横村。

!%%&年，孙飞考上大学。跳出农门，融入
都市，孙飞顺利地实现了许多农村孩子的梦
想。他从江西的一所大学的园林艺术设计专
业毕业后，留在当地创办了保洁公司，发展良
好。“那天，在一张报纸上看到家乡的报道，感
到很自豪，同时也勾起了我的乡土情结。于
是，我立刻决定回家乡做点贡献。”

!%##年，孙飞回家后，在村委会做起了普
通干部。他在与村民接触中，发现传统的水稻
种植方式既辛苦又低效，他时常思考着改变
之策。

今年初，中央出台“一号文件”提出家庭
农场新概念，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

经营，孙飞便萌生承包土地、组建农场、生态
种植的想法。结果遭到家人的一致反对。“种
田太辛苦，还要看天吃饭，不想留在城里回家
当村干部也就算了，现在还想下田干农活，怎
么行？”孙飞的父亲做了一辈子“泥腿子”，他
怎么都想不明白家里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大

学生，现在又兜转回来当农民。
家里人不理解，村民也不放心把稻田交

到鲜有种植经验的“书生”手里。孙飞就挨家
挨户游说，“如果你们自己种地，每亩一季收
益大约 #%%%元，我就以这个价格来承包。”最
后，孙飞一口气租下了 +%%亩稻田，并注册成
立“泰州汉土家庭农场”。

土地集中后，全部采用机器插秧作业，种
子统一供应，技术统一指导，“农场”式生产提
高了科学种植的水平。在农场里，孙飞还划出
+%亩农田尝试“稻鱼共生”的生态种养殖新技
术。上面是水稻田，下面养鲇鱼。稻田中的杂
草和害虫为鱼儿提供了养料，鱼儿觅食时搅
动田水疏松土壤，为水稻根系提供氧气，排泄
的粪肥又是天然化肥，避免农药污染，提高稻
米品质———既有米产品，又得鱼产品，还保护
农田的生态环境。

,%后农场主的脑子就是灵，孙飞早早地
就开始了网络营销。前些天，他征集网友在自
己的稻田里举行钓鱼比赛，钓到的鱼免费赠
送。结果那天来了几十个钓友，扩大了影响。
同时，孙飞积极推广“鱼米”理念，不仅在北
京、上海的高端农产品市场拓展业务，还与米
厂合作，实现订单化生产，稻米还没有收割，
就已售罄。由于绿色、环保、健康，相比售价两
三元一斤的传统稻米，“鱼米”能够卖到 !%元
一斤。

望着丰硕的稻田，听着哗哗的鱼游声，孙
飞满心喜悦：“大概两年，就可以收回成本。今
后，我会把‘鱼米’扩大到全部稻田，让河横村
成为真正的‘鱼米之乡’。”

本报记者 徐利刚 范洁 梅璎迪" 孙飞从生态稻田钓出两条大鱼 楼文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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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不胜收的凤城河景 本报记者 楼文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