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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繁星璀璨的外太空看，一块
绿色的翡翠依附在地球母亲身上，
镶嵌在亚洲东部的大陆平原，那是
一片神奇的沃土。江北水城，运河古
都。聊城，一座因水而兴的美丽之
城，泰山巍峨于东方，黄河波涛在西
邻。我的家乡“中国蔬菜第一县”，就
是其辖区内面积最大的县份，位于
冀鲁豫三省交接处。

莘县，以其丰富的蔬菜种植而
著称。在我幼年的记忆中，姥姥家的
地里就有鳞次栉比的温室大棚，她
似乎总能像变戏法一样从中取出各
种好吃的。于是，我的童年就沉浸在
无尽的美味之中——酸甜解渴的圣
女果，可以拌着糖吃的柔软山药，以
及甜似蜜糖的洋香瓜……吃到肚子
里是甜的，我童年的回忆也是“甜”
的。

盖草帘、覆地膜、拔杂草……她
和姥爷总是忙碌在大棚中，那里仿
佛成为了他们的第二个家，以至于
我们每次去看望他们总是先去地里
的大棚。他们两个总是满身泥土，浑
身上下无不充满着泥土的气息。他
们不华贵不累赘，朴实得如河边的
芦苇，没有诗人的浪漫、歌手的风采
和明星的光环。他们给人一种木讷
般的拙笨，却又隐约流露出了一种
超凡脱俗般的高雅。不管如何演绎，
农民们总是如他们种在地里的庄
稼，总是规规矩矩的做事，规规矩矩
的站在一旁……棚里很热，我吵着
让妈妈帮我脱去外衣，我喜欢在低
矮的大棚里蜗形探索，就像探寻宝
藏一样。“看！妈妈，我发现了一颗青
色的圣女果”“姥姥，我逮到一只蜗
牛”。棚里很热，热得我出汗。妈妈怕
我感冒，连忙拿衣服把我“裹”住，让
我去棚外玩。棚外清风爽朗，微微润
湿的空气里伴着青草的香味。无数
个“姥姥姥爷”勤劳辛苦在田地里。
朗朗乾坤，是他们，是农人，推动了
四季，准确拿捏着二十四节气，他们
唯一期待的是雨的滴答声音，雪的
飘舞漫天，风的凉爽宜人。回头看，
姥姥在一旁歇息，埋怨着自己腰疼。

唯独姥爷在一旁默默无声的不停
劳作……

又是一年春，万物复
苏，春回大地，棚里面

的瓜果蔬菜慢慢
发芽，似乎

在争先恐后地长大。还是那一座座
矮矮的大棚，还是那个小路边歇息
的茅草屋，可姥爷却没有和春天一
起回来，没能看到秋天的硕果累累，
他一辈子与这块地打交道，到最后
长眠在了里面。

党的二十大在擘画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蓝图时，对
农业农村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
2022年 12月 23日，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了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总结“三农”工作，就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进行战略部署。在党的政策
加持下，村里的温室大棚被智能温
室大棚所取代，只需要遥控操作便
可以替代以往的浇水、盖草帘、通换
风等苦力劳作。智慧农业控制系统，
实现了温室大棚的自动化控制。舅
舅也和村里其他的年轻人成立了种
植专业合作社，将棚里面的瓜果蔬
菜筛选、加工、包装，不仅给村里的
其他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加了他
们的收入，还将他们滞留卖不出的
农产品售往了北京、天津等大城市，
甚至远销国外。

“娘，别种地了，把地包给别人
吧。”妈妈总是劝姥姥在家里歇着，
可姥姥总是三番四次地往田里跑，
种大棚用不上她了，她就又在旁边
垦了一分小田，没事了就望着田里
发呆，或把田倒腾倒腾。我们总是想
带着她去城里看看，看看湖色与波
声相和，凭栏尽享“中国北方最大城
内人工湖”东昌湖的无边旖旎美景；
登上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齐
名的光岳楼的高台之上。射书传意，
微风吹拂故乡之情，人心思齐，地灵
人杰，登楼追忆往昔，历史的芬芳依
旧弥漫。

作别城市的喧嚣，草木生于大
地，心向天空。他们不忘与清风交
谈，与飞鸟问候，亦不忘将自身化
为养分，滋养根系所立足的土壤。
他们是“老农人”与“新农人”的交
织，是接续与传承。乡村振兴的任
务任重而道远，当代青年不仅要着
眼于繁华而宏大的景象，还要挂心
于每一个鲜活的生命与包含温暖
的灵魂。而面对回归乡村这一选
择，越来越多的青年干部已然用丰
硕的工作成果证明，俯首基层亦有
精彩未来！

我曾无数次在白雪皑皑，银装
素裹的寒冷冬季，看到小麦穿破雪
地露出一抹绿色。在满是白雪的衬
托下，那绿色显得格外的清新明
丽，生命力顽强。冬去春来，万物
复苏。野草焚烧成灰烬的足迹已在
秋日被风吹走，而今春日暖风让野
草、秧苗、一花一木换上绿色新
衣。夏季，田间地头似乎都突破禁
锢，野蛮生长，成片的麦田、玉米
地、花生地，浓密的叶子绿的发
黑，如同深不见底的一湖绿水。

田间总是绿的，绿是生机，是
希望。田间总有农人，他们是勤劳
的，是最美的，是他们守护着生
机，守护着希望，守望田间那片
绿。

农人的双手，粗糙而有力，每
一道皱纹都记录着岁月的痕迹。农
人的眼神，深邃而明亮，仿佛能洞
察四季的更迭。农人的的笑容，温
暖而真诚，如同春日的暖阳，融化
了冰雪，也温暖了人心。

儿时，我住在外婆家的小村里，
那是孔夫子所在的尼山，一个小小村
落。多山地，地形崎岖，让生活在这
里的农人更加辛苦，他们一年四季，
从早到晚的日日劳作。他们的生活，
就像一首四季的交响曲，每个季节都
有不同的旋律。外婆就是实打实的农
人。每天晨曦微露，天边的第一缕阳
光穿透薄雾，若隐若现的朦胧着。外
婆就早早的起床，到田间劳作，她说
趁早晨凉快多干一点。直到阳光照亮
田间，外婆才赶回来做早饭。每天一
睁眼便能看到外婆屋里屋外不停忙活
的身影。不用猜也知道，只要我在
家，外婆一定会炒新的菜，毛巾揭
开，馒头散发着热腾腾的香气迎面而
来,他用粗糙的手将新菜向我身边推
着，把剩菜拉向自己旁边。笑着嘱咐
我多吃一点。中午太阳炙烤着大地，
外婆灌好带有苦味的茶水，戴上宽边
草帽，提起锄头，她说，太阳一烤，
杂草容易晒死，不易复活。反正外婆
总有许多理由去劳作，反正地里的农
活天天都有。除草、除虫、浇水、耕
田、收割等等。真是应了那句俗语：

“日出而作，日落而归。”
农人们播种、耕耘、收获充满

了生活的各个部分，他们的生活，
就像一首诗、一幅画、一曲歌。他
们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用自己的
智慧和汗水，为农业的发展贡献着
自己的力量。他们的故事，就像田
野上的风，吹拂着每一寸土地，也
吹拂着每一个人的心。

如今，旅游业快速发展，乡村
振兴加速推进，那小小的村落也因
此得到发展。“一村一景”“一村一
业”，正是科技现代化新兴农村、
绿美乡村的突出特征。尼山因孔子
而闻名，山上建立了尼山圣境，上
下有尼山水库，绿水青山互相辉
映。村庄也因地制宜地在崎岖的山
地上种植了桃树、杏树等果树，稍
微平坦的土地则建立大棚，种草
莓、火龙果等等，可以旅游观光，
自主采摘，体验乡村农业生活，多
余的水果则通过网络销售或者是制
作水果罐头销售给游客。科学劳
作，因地制宜，“点绿成金”，农民
迎来“绿色GDP”的新丰收，实现
富裕。乡村振兴的政策减轻了农民
劳作的力度，但是他们依旧是辛勤
的，他们总是辛辛苦苦，过舒服日
子；舒舒服服，过辛苦日子。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
雨如烟”，绿色是乡村发展的鲜亮
底色，绿是绿水青山，绿是绿色发
展，绿是发展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
的重要根基。而守望那片绿的是最
美农人。让我们向这些最美农人致
敬，感谢他们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
丰富的物质和精神食粮。同时，也
让我们学习他们的精神，用我们的
双手，去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在
乡村振兴的号召下，我们青年脚踏
实地走进乡土中国深处，去田间地
头“接地气”“沾泥土”，扎根下来
快速成长。在这个春天，让我们一
起传播绿色、播种希望、收获未
来。

绿色正弥漫整个田野，绿色是
乡村振兴的起点，播撒希望的斗志
与行动的激情。在翠绿的田野间，
有一群身影，他们与泥土为伴，与
日月为友，他们是最美的农人。他
们以大地为纸，以汗水为墨，书写
着生命的赞歌。

把心“种”在田里 守望田间那片绿
一等奖

汉语言文学一班 吴文静

一等奖
网络与新媒体一班 李圣恩

寻找最美农人

世界上最好看的颜色是麦穗的金黄，泥土的黑黄，还有生机的绿色。
——题记

“寻找最美农人”调研活动由潍坊科技学院文学院和北方蔬菜报社联合发起。本次活动，旨在让学生在实地走访、调研和创作中

深入了解农业农村发展现状，感受“最美农人”的精神风貌，从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中感受农业现代化的成果，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和家国情怀。在调研活动中，潍科学子们利用课余时间采访了一批农村致富先进典型，写出了不少讴歌时代、宣传典型的作品。从

本期开始，“寻找最美农人”栏目将陆续选登一批获奖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