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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农民
◎杨德坤

他是一名硕士，瘦小文弱，戴着厚厚的近视镜，举手投足间透着浓浓的书生
气；他是一位农民，双手粗糙、皮肤黝黑，言谈举止间又满是久在田地间耕作的木
讷和淳朴……

今年35岁的张化阁，2002年高中毕业考入河南科技大学林学院园艺专业；
2006年至2009年在湖南农业大学攻读果树学研究生；2007年7月，申请到中国农
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葡萄资源组作葡萄种植深入研究；2009年硕士毕业被
上海马陆葡萄研究所聘为技术员；2011年，他被长沙市一家公司挖走，建设并管
理葡萄观光园；2012年4月，因为父亲患病需要人照顾，他返回家乡种葡萄，并在
舞钢市矿建街道赵案庄村创办沁丰园林业专业合作社。

5年间，“硕士农民”张化阁先后流转土地近百亩，不但自己默默扎根农村种
葡萄，还安排近十名附近贫困群众就业，并义务帮扶周边贫困群众育苗栽种、脱
贫致富。勤劳的品格、热心的服务，让他成了远近闻名的“职业农民”和葡萄种植

“技术特派员”。他培育推出的“阳光玫瑰”“巨峰”等葡萄新品种，参加由河南省
农学会葡萄专业委员会举办的优质果评比，相继斩获金奖、优质奖等殊荣。

老头儿的八一节
◎陈鲁民

清晨，迎着朝阳驾车上班，方向
盘右下侧置物处摆放的一枚臂章便
映入我的眼帘。这枚墨绿色的臂章
标注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字样，
图案由两部分组成，上方为放大的红
黄双色“八一”五星军徽，下方为缩小
的铁锚、海浪。每每看见它，我都为
之会心一笑、精神一振。

六月，一个炎热的周末，我接到
了前往军供站进行相关配合任务的
通知。急速抵达军供站后，我才得
知，有一军职首长带队指挥的海军某
部军列训练途经鹰城，做好全方位接
待保障，当地政府及驻军部队责无旁
贷，作为慰问组成员之一，能打前站、
督供应我感到分外荣幸。

平顶山市军事供应管理站系市
民政局二级单位，主要担负着部队
作战、演习、训练、调防、施工、抢险救
灾以及支前民工等输送途中的军用
饮食供应任务。市军供站自 1969年
建站至今，先后历经了 1979 年对越
自卫反击、1998年长江抗洪、2008年

汶川抗震等应对战争和自然灾害的
大批次、持续性保障任务的考验，完
成了几十万人次的保障任务。

因工作关系，之前我曾到军供
站调研过，观摩过这个团队接受任
务后紧张繁忙的供应场景。部队
官 兵 来 自 五 湖 四 海 ，饮 食 习 惯 不
同、喜好各异，来去没有确定时间，
餐 饮 不 仅 要 保 持 二 十 四 小 时“ 备
战”状态，饭菜还要营养搭配，色香
味俱全。

这次通过的军列，停靠车站后官
兵们不下车、不出站，几百份晚餐要
由军供站分类装入饭盒，送到站台。
时间紧、天气热、任务重，军供站全体
总动员，站长身先士卒扎上围裙，在
厨房一展刀工，我也加入到盛饭、装
饭的“流水线”。当我们保质保量完
成任务，将可口饭菜、鲜美瓜果、特色
小吃等送到站台，迎着徐徐开进站的
列车，透过车窗看见战士们列队致军
礼的一刹那，我觉得军供人所有的辛
苦和付出都值得了。

在军列停靠的一小时里，我跟随
慰问组领导进入车厢与战士们握手
致意，与带队的首长亲切交流，表达
党和政府拥军支前的深情厚谊，当从
熟悉的口音中听出军首长是河南老
乡时，感觉更加亲切了。

在等待军列官兵就餐的间隙，
我结识了一位信阳籍团级干部。他
对我说，他是一名毕业于军队院校
的 70 后军官，每一次执行任务路过
河南都“望乡生情”，今天得到这么
细致入微、服务周到的保障让他再
次感受到家乡父老乡亲的淳朴和热
情，感受到鹰城人民的拥军美誉名
副其实。交谈中我得知有一列车厢
为女兵，就向军首长提出想与女兵
合影。首长爽快答应，一声口令，七
位女兵依次跳下车，她们个个齐耳
短发、肤色黝黑，当得知她们平均年
龄不足二十岁，精通擒拿格斗、武艺
高强时，在场的人都对英姿飒爽的
她们肃然起敬。

启程的鸣笛声响起，双方依依

不舍互致感谢和祝福，嘱托的话儿
似乎还有千句万句。临登车门前，
年轻的军官忽然摘下他迷彩服上的
臂章，一边递给我一边说道：“大姐，
我已经三年没回过信阳老家、没见过
我的姐姐了，这枚臂章送给你留作纪
念，就当是见到了我的亲姐姐……”
军列徐徐离站，挥手道别，握着带有
体温的臂章，透过车窗再望车厢内列
队敬军礼的官兵，我的眼窝湿润了。
返程中，我听随行的军供站长告诉
我，赠送臂章，是军人对他认为至亲
的人最高的礼遇！

之后，我把这枚臂章小心清洗
后，放在车内陪伴我早出晚归。当
为了处理繁重而艰巨的工作任务连
续几天加班加点，不得不深夜行驶
在寂静的路途，当抱怨、胆怯、气馁
干扰我的情绪时，只要望一眼这枚
臂章，想到它曾伴随年轻的军官守
护边防、保卫祖国的万里海疆，我浑
身充满勇气和力量！

一 枚 臂 章 ◎冯惠珍

听奶奶讲，我的父亲出生 40 多
天，爷爷就去世了，是奶奶含辛茹苦
把三个姑姑和父亲拉扯长大。穷人
的孩子早当家，父亲作为家里唯一
的男子汉，为了早日撑起这个家，下
学之后跟着村里的乐队学会了吹唢
呐。听奶奶说，当时父亲的大滴（一
种乐器名）吹得很好，在方圆几里还
小有名气。

父亲从小就在党的关爱下成长，
1968 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青团。
当时我们村属于襄城县跃进公社，公
社有个武装部长叫杨天修，军人转
业，他在驻村工作中了解到父亲的情
况后，就把父亲抽调到了公社宣传
队，父亲每天和公社的人去各村搞革
命宣传。杨部长经常给父亲讲一些
革命故事和军队生活，父亲对军队这
个熔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时刻梦想
着成为一名军人、报效祖国。杨天修
也对父亲寄予厚望。

1969 年 2 月，父亲经村里推荐、
公社政审合格后，被确定为参军对
象。父亲满怀信心地把这个消息
告诉了奶奶。可是奶奶坚决不同
意父亲去当兵，在父亲不知情的情
况下，一个人跑到公社向杨部长说
明了情况。村里当年有 4 个人报名
参军，到了 2 月 15 日，村里陆续有
人去公社换了军装，父亲等啊等，
一直没有等到自己参军的消息，后
来才知道因为奶奶不同意，公社就
没有安排父亲去。眼看自己的军人
梦想就要成为泡影，父亲哭着跑到
奶 奶 跟 前 ，扑 通 一 声 跪 倒 在 地 ：

“妈，我要去当兵，你同意吧。”奶奶
也泪流满面，极力劝说父亲。可父
亲主意已定，三个大姑和亲戚邻居
劝说也无效，在当晚的风雪之夜，
他瞒着所有人自己朝公社方向出
发了。

从我村到公社有近 4 公里的路
程，父亲为了缩短路程赶时间，就

抄近路走，途中经过村子南边一个
叫关帝庙的地方，由于风雪交加，
看不清前面的路，父亲走着走着突
然一脚下去，整个人就掉到了一口
深井里，水没过了胸口，父亲拼命
挣扎，始终出不来。雨雪夜，寒风
吹，伸手不见五指，也没有任何人
可以求助。父亲用尽所有的力气，
抓住了井口的一棵长藤，又用力踩
住井筒边缘的砖缝，就这样，一下、
两下……父亲终于爬出了深井。趴
在井口大口地喘完粗气，父亲站起
来回望了一下村子，朝我们家住的
方向看了一眼，又毅然朝公社方向
走去。

到公社后，征兵的人告诉父亲，
由于天气不好，所有参军的人都到
县武装部去集合了。父亲二话没
说，就朝十公里外的县城跑去。雨
雪落在身上，父亲浑身湿透了。心
中参军的梦想就像一团火，驱散了
黑夜，驱散了寒冷，让父亲信念坚定

地前行。凌晨，凭着记忆，父亲找到
了杨天修部长的家。看着冻成冰骨
头的孩子，杨部长深受感动，顾不得
多说，他带着父亲敲开了县武装部
征兵办公室的大门，又连夜见到了
来带兵的部队负责人。父亲的诚意
感动了在场的人，他们终于答应破
格让父亲去参军了。

就这样，父亲连夜换上了崭新
的军装，在黎明前和所有的人一起
坐 车 来 到 了 许 昌 地 区 火 车 站 ，于
1969 年 2 月 16 日披红戴花奔赴军
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113
师防化连的一名战士，实现了自己
的军人梦！

◎孙文

父亲那年去参军

缘生缘起·葡萄让他成就
一番学业

7 月的午后，一阵急促的阵雨沿着
沁丰园葡萄架下的地边儿飞速划过，雨
过地皮干，田野里的氤氲云气化作阵阵
热浪，让人很是不适。

尽管天气闷热，张化阁仍在葡萄架
下忙碌着，看到我们到来，他并未停下
手中的活儿。他拭去额头的汗珠，剪下
两串并未完全成熟的葡萄供我们品尝，
然后打开了话匣子：“从事园艺是我一
直以来的梦想，在地里干活，和这些葡
萄打交道，心里踏实。”俨然，他已经和
地里的这些虬枝藤蔓交融到了一起。

2002年从舞钢一高毕业，张化阁顺
利考入河南科技大学园艺专业。本着
对专业的天生热爱，学习期间，无论是
理论知识课还是实践园里劳动，他都比
别人更认真、更专注。大学四年，他多
次获得一等奖学金。

自幼贫寒的家境，在张化阁的心里
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也埋下了他植根农
村改变旧貌的决心。

一次学校社团讨论活动，谈到未来
理想，别的农村同学都说以后要如何脱
离农村，不再像父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
天在泥土里刨食，而张化阁却丝毫没有
掩饰自己的理想：将来回到老家农村，
尽力运用所学知识帮助父老乡亲摆脱
贫困。

本科毕业后，张化阁又如愿考上了
湖南农业大学的研究生。当然，这次他
依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攻读果树学专
业。他在繁忙的学习过程中如鱼得水，
除了刻苦于专业课程理论学习，他还要
到试验基地里参加实践。在“葡萄教
授”石雪晖老师的带领下，他每个周末
都要去葡萄基地里除草松土、整枝疏
花，并在宿舍里搞盆栽葡萄，还实现了
当年扦插、当年结果，和同学们一同分
享他培育出的第一串葡萄，是他这辈子
都难以忘却的情景。

2007年 7月，张化阁申请到中国农
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葡萄资源组
作深入研究。在国家葡萄资源圃里，他
接触到了 1200 多份葡萄品种，品尝果
实、研究特性，并跟随我国著名的葡萄
研究专家、研究所研究员刘崇怀一起密
集走访全国多个葡萄主产区，开阔了视
野，增长了见识，专业知识和种植经验
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升，为他顺利完成
研究生学业提供了极大帮助。

缘来难去·葡萄是他心
里的一个结

修得一身种葡萄的“硬功夫”后，张
化阁亟待回到家乡，实现他最初的愿望。

然而，含辛茹苦的父母供养他完成
学业，又怎么会允许他再回到贫穷的家
里谋生计。

临近研究生毕业那一阵子，每每他
提及回乡创业，父母亲总是以“你刚出
校门，经验不足种不好”“种多了卖不出
去”等理由劝说他。张化阁说：“其实，
我明白父母都是不想我重走他们面朝
黄土背朝天的老路，谁的父母希望孩子
和自己一样守着几亩薄地受苦呢？”

无奈之下，毕业后和父母僵持了一
段时间，张化阁不得不到社会上找工
作，他很快应聘到了上海马陆葡萄研究
所。在马陆葡萄研究所主题公园里，他
接触到了葡萄发展的新天地——在葡
萄园里发展现代观光旅游产业，带动
餐饮、娱乐等其他服务行业的多元化
经营。这次开阔视野，也更加坚定了张
化阁实现葡萄梦想的信心和决心。过
硬的技术水平、出色的工作能力，让张
化阁得到了“葡萄圈”内很多企业的认
可——2011年，湖南新富豪投资有限公
司许以高薪将张化阁挖走，请他担任生
产技术部经理一职，主推建设新富豪生态
农业项目，成功在长沙市开福区捞刀河镇
建成了一座200亩的葡萄休闲基地。

外面打拼事业风光渐显，可张化阁
的心里一直惦记着回家乡发展葡萄种
植一事。2012年 9月，这个机会终于来
了，只是来得略微有些沉重——因父亲
患病，远在外乡不便照顾，张化阁毅然

辞掉待遇优厚的工作返回家乡。在尽
力照顾好父亲身体的同时，经过多方调
查，他发现舞钢不仅有非常优越的旅游
资源，也有适合种植葡萄的自然条件，
并且葡萄作为旅游行业中的土特产，比
一般的农作物更能为农民带来较高的
经济效益。于是，在街道办事处、村委
会等的支持下，他几经努力，当年流转
近50亩土地，实现了在自己家门口种植
葡萄的梦想。

2014年，张化阁种的“硕士葡萄”第
一次上市，就因为品质高而赢得了顾客
的青睐。别人的葡萄每公斤几块钱，张
化阁的葡萄一公斤最低 30 元、最高 60
元仍然供不应求。2015年，在矿建街道
办事处的支持下，舞钢市为张化阁协调
了50万元的免息贷款，张化阁瞄准自己
的“硕士葡萄”品牌，带动周边更多的村
民参与进来，让村民靠种植葡萄走上致
富增收路。

“今年，8个品种的葡萄均进入了盛
果期，产量达到5万斤不成问题，采摘期
从7月中旬可持续到9月中旬。”张化阁
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缘聚不散·葡萄让他难舍
一份为民脱贫情

全国上下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张
化阁这位“职业农民”并没有忘记自己
的社会职责和使命。“在我最困难的时
候，社会培养了我、支持了我，我尽己所
能回报社会也是应该的。”张化阁说。

2014年，舞钢市实施新型职业农民
培训行动，张化阁顺利通过省级定点培
训机构组织的考核认定，获得了国家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供销合
作总社颁发的农产品经纪人资质证书，
他成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农民”。

媒体的宣传、社会的关注，再加上
“硕士葡萄”的口碑相传，每天到张化阁
这里“取经问道”的人络绎不绝。对此，
他全都耐心细致地给予解答指导，“技
术不是秘密，我也不能据为己有，无论是
电话联系还是来园里咨询，只要是探讨
葡萄栽培技术的，我都来者不拒、知无不
言。”遇到带着生病的葡萄叶、果穗来咨
询的，张化阁再忙都会放下手中的活儿，
带上农药前去应急防治。5年间，张化阁
陆续帮助舞钢市的十几位贫困农民以及
周边县市的农民建起了葡萄园，并无偿
为他们的日常种植提供技术帮助。

2016 年 10 月，为响应政府服务脱
贫攻坚的号召，在忙碌经营的同时，张
化阁主动报名成为该市科技部门组织
的扶贫科技特派员。他先后被派驻到
尹集镇谢古洞村、清凉寺村、姬庄村以
及武功乡刁沟村等地，对贫困群众发展
种植业实施科技帮扶。为尽心尽力履
行好扶贫科技特派员这一神圣职责，张
化阁认真地投身到科技扶贫工作中，尤
其是在帮助贫困群众实施种植行业新
品种引进、老品种改良、新技术指导及
科技示范户培训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尹集镇姬庄村农民杨红霞在张
化阁的指导下，先后种植葡萄 15亩、核
桃100多亩，逐步摆脱了贫困境况；武功
乡刁沟村两户农民在张化阁的悉心指
导下，大胆改良，新栽种桃树20亩，今年
更是丰产丰收；帮助尹集镇清凉寺村龙
田葡萄园制定病虫害防治方案，引进阳
光玫瑰、甬优1号无核化优质栽培技术，
从冬季修剪到后期的每个生产环节都
实地指导，并现场培训工人实施技术操
作，使其逐渐成熟掌控了葡萄种植的科
学技能……

一次次无偿的科技帮扶，换来的是
贫困群众与张化阁浓浓的兄弟情谊。
如今，无论是本地的偏远山区还是周边
的县市等地，只要张化阁一进入所帮扶
过的村子，主动和他寒暄打招呼的“亲
人”总是应接不暇。“此时此刻，往往是
我心里最为满足的时候。创业的路上
尽管有太多不可言说的汗水、泪水，但
是看着他们因种植葡萄而变得不再贫
穷，一切的辛劳付出也都是值得的。”张
化阁说。

朝着和贫困群众携手脱贫致富这
一共同奋斗目标，张化阁靠着半生的葡
萄情缘已经和贫困群众深深地凝聚在
了一起……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家里人都管
父亲叫老头儿。老头儿是抗战时期
入伍的老兵，今年已90岁高龄，每年
他都把八一建军节当成自己的生日
过，真正的生日反倒淡忘了。

每年八一那天，老头儿必干的
有几件事：给百岁老红军也是老领
导的王承登老人打个电话；穿上旧
军装、戴上军功章，和母亲一道，去
照相馆里照一张合影；给当年牺牲
的两个战友家里各寄一笔钱；到小
学给孩子们讲战斗故事；到公园里
和老年合唱团唱军歌；叫齐儿女们
吃一顿团圆饭；晚上还要看一场央
视电影频道播放的打仗故事片。这
已成为雷打不动的习惯。

老头儿爱看战争片，对母亲爱
看的生活片常嗤之以鼻，说那是瞎
闹 、幼 稚 。 他 特 别 喜 欢 看 电 视 剧

《亮剑》，说过去打仗就是那个样
子，靠勇敢、靠不怕牺牲，孬种、怂
货 是 打 不 了 仗 的 ，李 云 龙 这 样 的
人，他就遇到过好几个。他知道我
和 文 化 圈 里 有 些 来 往 ，就 叮 嘱 我
说，见到演李云龙的那位演员一定
要代我问个好！我也就虚应一声，
心想，哪有这个机会呀，人家天天
忙着拍片，上哪儿去见呢？可是，

一次去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我还
真在会场见到了扮演李云龙的李
幼 斌 同 志 ，赶 紧 上 前 去 合 了 一 张
影，还聊了几句，代父亲问好的话
倒忘得一干二净。回家后，老头儿
看到合影，很高兴，当个宝贝似的
珍藏起来。

老头儿有十几个军功章，有纪
念反扫荡胜利的，有纪念抗战胜利
的，有渡海战役的，有挺进大西南
的，有华北战斗英雄纪念章，有解
放太原的大功纪念章……虽然有
些做工不是很精细且褪色严重，但
老头儿一直引以为豪，时不时翻出
来看看。我七八岁时，看见别的孩
子用铜丝、铜块换街头货郎的糖人
吃，就回去翻箱倒柜，拿老头儿两
个军功章换了一个糖人。老头儿
知道后，大发雷霆，痛打我一顿，然
后带着我找到那个卖糖人的小贩，
把两枚军功章要了回来。从此，我
就知道，这是老头儿的命根子，是
万万不能动的。

今年初，老头儿生了一场大病，
精力大不如前。出院后，他就要我
给他和母亲买块墓地，并先把墓碑

刻好放在那里。墓地买好了，在邙
山山顶，面对黄河，父亲很满意。
但刻碑的时候，他又“节外生枝”，
要求在碑的两侧一边刻上“抗日老
兵”，一边刻上“抗美老兵”，因为母
亲是抗美援朝时参的军。公墓管
理 人 员 说 ，没 有 这 种 刻 法 ，不 好
办。老头儿犟劲上来了，说墓地就
不买了。人家这才勉强同意。墓
碑竖好后，老头儿不放心，硬撑着
痊愈不久的病体到 40 多公里外的
墓地看了一次，确认无误才高兴地
回来。

老头儿 80 岁那年的八一，提出
要回老家看看，怕以后没机会了，
我 和 弟 弟 就 找 辆 车 陪 他 去 了 一
趟。一路上，他兴致勃勃，话就没
停，在哪个地方打过仗、
负过伤、开过祝捷大会，
记得一清二楚。八一那
天 ，我 们 先 陪 他 去 烈
士 纪 念 碑 祭 奠 ，接 着
去他两个牺牲的战友
家里看望。老头儿已
离 休 三 十 年 ，工 资 并

不高，可一直在资助牺牲战友的家
庭。我有时也为他抱屈：参加抗战
的老革命了，立过功、受过伤，如今
工资还不到我的一半多。他却很
满意，说：这就不少了，还有那么多
战友都没活过来，和他们比，我很
知足了！

今年临近八一，老头儿又接受
一个新任务——省电视台要来采访
他，因为他是这一片儿的最后一个
抗战老兵。老头儿很紧张，几天都
没睡好觉，老是问我：该说点啥，穿
啥衣服，山东话人家能听懂不？我
一直给他说宽心话，开玩笑说：老
了老了，没想到您又成明星了。老
头儿呵呵一笑，满脸的皱纹都乐开
了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