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8 日，万年县湖云乡千亩珍珠养殖基地，工人正在

水面上进行放蚌作业。据了解，珍珠养殖是该乡特色优势产

业，目前全乡养殖面积达 4000 亩，直接带动当地千余名劳动力

就业。

本报全媒体记者 洪子波摄

◀5 月 6 日，樟树市中洲乡荷陂村西瓜育苗大棚内，村民

正在给瓜苗打杈。近年来，该乡大力发展集约化、订单式育苗

产业，每年培育的各类蔬菜、西瓜、中药材等种苗不仅满足当

地农户需求，还畅销周边多地市场，带动农民增收。

通讯员 敖 聪摄

特色种养 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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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站在中央歌剧院的舞台

上 演 出 ，我 感 到 骄 傲 和 荣 幸 。”

“此次参演，让我获得了全方位

的成长和提升。”日前，在南昌师

范学院举办的原创民族歌剧《八

一起义》艺术思政实践经验分享

会上，参演师生代表分享了自己

的收获与感悟。

原创民族歌剧《八一起义》

艺术化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

领导武装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

派第一枪、创建人民军队的历史

性壮举。2023 年 9月接到参演邀

请后，南昌师范学院精心挑选了

音乐舞蹈学院百余名在校生和

数名教师参演，师生们承担了整

部歌剧的合唱任务，并参与了舞

蹈部分的演出。师生们不负众

望，圆满完成《八一起义》在南昌

的 30 余场演出，4 月 16 日还站上

了中央歌剧院的公演舞台。

“当我们合唱团齐声唱响，

就要展现出起义官兵排山倒海

的气势和英雄气概，要让现场观

众热血沸腾。”回忆这半年来的

排练和演出，声乐专业大四学生

邱伟佳告诉记者，老师带着大家

抠细节，从发声的方式、咬字、仪

态等各方面进行指导。虽然累，

但她的收获更多，“我在站上中

央歌剧院的舞台后，接受新知识

的愿望更强烈了，也知道作为声

乐专业的学生，自己未来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邱伟佳说。

虽然参演的是歌剧合唱与

舞蹈部分，但大家并不只把自己定位为“背景板”。近

3 小时的演出中，师生们为观众献上了《南昌起义歌》

《怒火在风雨中燃烧》《冲锋冲锋》等 11 首合唱作品和 3
个舞蹈作品。每一幕都全情投入，用青春的声音、青

春的表演、青春的气息传递情感，感染观众。

一部《八一起义》也带动起师生们的“精气神”。

在排演过程中，师生们对角色、人物、音乐，尤其对八

一起义中的英雄事迹有了更深的感悟。

“每当跳起《按时起义》这个舞段，我都仿佛与当年

那些热血青年心灵相通。”大三学生田瑜龙说，为了跳好

这段舞，老师带着他们反复研读“第一枪”为什么必须打

响、怎么打响，引导他们融入角色，感受起义官兵的英勇

无畏和坚定信念，用舞蹈传递出革命者的力量。

“对他们来说，每一次排练都是一次党史学习教

育。”音乐舞蹈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张艳感慨地说，一场

场排练、一次次演出，学生们在舞台上的领悟和感受，

是最生动、最深入的教育。

《八一起义》好似一个火红的“大熔炉”，学校把演

出打造成一堂艺术思政实践课，让声乐讲台与歌剧舞

台、思政课堂与社会实践、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相互

连通。同学们在排练和演出中提升了水平、增长了见

识，这群年轻人站在《八一起义》恢宏壮美的舞台上，

凭着对艺术的追求、对祖国的热爱，深情地演绎那段

波澜壮阔的历史，为自己的青春写下生动的注脚。

千年堇茶引富路
本报全媒体记者 汤 民

5 月的江南风景如画。走进唐宋八大家之一的

王安石故里——抚州市东乡区黎圩镇上池村，但见

古木参天，云雾缭绕，涧水飘逸，其中高耸挺立的金

峰山留下了王安石《金峰晚坐》《再上金峰》等诗篇，

而他栽种堇茶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传为佳话，激励

后人敬老孝亲，清廉勤劳。如今，千年堇茶在当地有

为 青 年 的 精 心 培 育 下 ，已 变 成 茶 园 ，实 现 产 业 化 经

营，演绎千年堇茶引富路的新故事。

堇茶在当地称为甜茶、荆公茶。2011 年春，返乡

创业的青年农民王群辉、渴望创业的退役军人王辉

平，从热心研究王氏家族史的乡贤那里得知，村里曾

经种有荆公茶。据上池王氏祖谱和相关史料记载：

北宋初年，王安石的曾祖父王明迁居上池。皇祐二年

（公元 1050 年）春，王安石在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任

知县三年期满，回乡探亲时，特意从当地带回三株母

亲钟爱的堇茶，并与堂弟王安中等人将堇茶种于金

峰山下的东岭山上，以种茶孝敬祖母及长辈。上池

族人为纪念先祖王安石，称其为荆公茶。堇茶树高

且叶大，属常绿阔叶林，可四季摘饮。因堇茶味甘如

饴，既有益于健康，又传递孝心，还被村民誉为长寿

茶、孝道茶。

“一定要把荆公茶传承下去，让祖先创造的茶文

化发扬光大、造福乡亲、润泽当代。”身为上池人的王

辉平、王群辉立下志向。当年，为找到生长了千年的

堇茶树，他们在长辈和专家指引下，遍尝东岭百草树

叶，终于发现了三棵默默生长的堇茶树。随后，当地

组织专家前往宁波寻找堇茶树源，发现当地已难觅

踪迹。

为科学保护和开发千年堇茶，王辉平、王群辉在

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13 年如一日，为壮大堇茶产

业奋力拼搏。他们一边成立公司和合作社，注册商

标保护种质知识产权，申报有机茶叶，参加各地茶博

会，吸引农户加入合作社实现共同致富；一边积极与

科研院所合作，学习制茶技艺，重点破解堇茶繁育、

制茶工艺等难题。由于堇茶的特殊性，嫁接没有母

本资源容易变异，最终选择了扦插繁育。起初，扦插

苗因温度和湿度控制不好，出现苗根腐烂、幼苗枯萎

等现象。同时，因茶叶甘甜，制茶时容易结块，茶质

难以发挥。为此，王辉平、王群辉积极与中国农业科

学院茶叶研究所合作，在章志芳等多位专家的精心

指导下，攻克一个个堇茶产业化技术难关，为堇茶走

向市场铺平了道路。

科技兴茶为堇茶产业插上腾飞翅膀。近两年，

王辉平、王群辉带领乡亲新建茶园 50 亩，并建成新苗

圃，将种茶技术传授给村民。当下，虽然茶园面积不

大，但他们开发的新堇茶价格不菲，且赢得了消费者

尤其是爱茶者青睐。由此，王辉平、王群辉坚信，独

特且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新堇茶拥有广阔市场，必将

带领乡亲实现致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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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夏 刚 过 ，安 义 县 稻 田 葱 绿 、凉 风 习

习。汽车刚驶进江西省绿能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记者便听到一阵爽朗的笑声。获得

2023 年“诚信之星”的江西省绿能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凌继河正和员工热烈讨论

着下一年度的土地流转计划。不远处的 600
亩试验田田埂上，员工正紧锣密鼓地为油菜

转早稻种植作准备。

“农民，是我身上最为鲜明的标签。”从

一名小有身家的企业家返乡做起了“田保

姆”，今年 63 岁、双鬓早已斑白的凌继河诚恳

地说，能够获评“诚信之星”，是对他过往数

十年艰辛创业的最好褒奖。

以诚立身——
永远不要丢了信誉

党代表、农业劳动模范、道德模范……

尽管早已荣誉等身，但见到凌继河，朴实、率

真仍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刚落座，凌继河

开门见山，打开了话匣子。

年轻时，凌继河曾到海南学习水稻育种

技术，回到家乡后成为一名种田“老把式”。

随 着 市 场 经 济 大 潮 到 来 ，凌 继 河“ 洗 脚 上

田”，前往外省做起建材、手机批发等生意，

诚信经营的他在外打拼多年，成了小有身家

的企业家。

“做生意就是做人。一个人，永远不要

丢了信誉，要凭良心、守诚信，人家才愿意跟

你合作，实现双赢。”这句朴实的话，是凌继

河创业成功的重要法宝。

1997 年，因市场变化，凌继河临时调整

经营方向，准备从西安回到南方。“转战南方

的决定非常果断，一时间十分忙碌。临行

前，我突然记起一件大事——广东佛山供货

商杨惠琼 70 万元货款还没有支付。”凌继河

没有犹豫，“将其他事情安排妥当后，我和爱

人立刻搭乘飞机前往广东登门还款，以此表

达自己的诚意和歉意。”

“稍有贪念的人，很可能就不还了，或者

拖欠几年时间，至今说起这事，杨惠琼还总

是向我竖起大拇指。”凌继河说。

诚信者，天下之结也。正是这种可贵的

诚信品质，让杨惠琼认定凌继河值得深交，

两人还在南昌一同创立了主营手机零售批

发的公司。

履约践诺——
再难也要按时发放“超产奖”

出生在农村，成长在农村，凌继河深知，

土地可贵，农民劳作辛苦，粮食来之不易。

2010 年，在外经商多年的凌继河看到家

乡农田被撂荒，他心里不是滋味，于是决定

返乡“二次创业”，创办了江西绿能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立志要让荒田“活”起来，更要让

农民有钱赚、有奔头。在前往全国各地考察

后，经过缜密思考，深谙耕种之道的凌继河

摸索出一套全新的种粮管理模式：把流转的

土地切块交给职业农民组成的生产队管理，

并签订合同，确定一个基本产量，按月发放

基本工资，到年底根据超额完成的产量领取

“超产奖”。

“回到安义老家时，爱人和孩子都很疑

惑，为什么舍弃稳定的生意，投入到风险高、

回报周期长的农业中？”事实证明，家人的担

心不无道理。公司创办之初，特别是头三年

连续的寒露风，造成粮食大面积减产，公司

经营实际亏损 600多万元。

公司亏钱，那农民的“超产奖”怎么办，

大家都指望着这笔钱改善生活。“再亏也不

能亏农民！”为了兑现承诺，凌继河不仅拿

出 了 积 蓄 ，甚 至 变 卖 了 房 产 ，按 时 发 放 了

奖金。

“2020 年 ，我 们 先 后 遭 遇 了 洪 涝 和 寒

露 风 ，两 季 水 稻 加 起 来 亩 产 不 过 1000 斤 ，

按合同产量合计是 1500 斤，这也意味着没

有完成任务。”时至今日，投奔凌继河多年

的 南 昌 市 新 建 区 农 民 李 凤 飞 依 然 感 动 不

已 ，“ 老 凌 在 最 为 艰 难 的 时 刻 再 次 把 产 量

标 准 降 低 到 1000 斤 ，坚 持 按 时 发 放‘ 超 产

奖 ’，这 就 是 他 履 行‘ 再 亏 也 不 亏 农 民 ’承

诺的最好证明。”

敬业奋进——
为“端稳中国饭碗”做点事

多年来，凌继河以自身创业经历生动践

行着“言必信，行必果”的人生准则，每年给

农民发放的“超产奖”，13 年来累计发放了

5000 余万元。他始终秉承“启动一个产业，

做强一个品牌，致富一方百姓”宗旨，解民

忧，帮民困。在农户经济困难时，凌继河垫

付资金帮助购买耕种机械，无偿提供种苗，

每年扶持农民资金超 30万元。

如今，他更是带领着乡亲们朝着农业现

代化之路铿锵前行。引进先进科技和优质

品种；建试验田，改造升级农业设施，加快高

标准农田建设；加大大学生招聘力度，培养

了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尽管已至花甲之

年，但凌继河总是与时俱进，想出许多种田

的新点子。

“随着土地流转规模不断扩大，公司组

建了专业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队伍，专门负责

农机服务，基本实现育秧、机插、飞防、收割、

烘干等工作全机械化。在这个团队中，不仅

有经验丰富的老农民，还有大学生种田人

才。”在凌继河看来，坚持走农业现代化之

路，不断推进管理创新、整合资源、提高效

益，粮食饭碗就能端得更牢，乡村振兴就会

更有奔头。

“获得中宣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的

2023 年‘诚信之星’，既是对以往诚实守信的

褒奖，更是未来敬业奋进，为‘端稳中国饭

碗 ’做 点 事 ，为 乡 村 振 兴 贡 献 光 和 热 的 动

力。”凌继河说，将一如既往诚信经营，持续

优化生产管理模式，探索和大企业合作，争

取年底给农民发更多的年终奖。

“再亏也不能亏农民”
——记2023年“诚信之星”、江西省绿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凌继河

本报全媒体记者 刘 斐

凌继河正在察看秧苗长势。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