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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机大户到种粮千亩

秋日的阳光慵懒地洒落在大地，让世间万物都披
上一层金色的薄纱。在这个收获的季节，记者一行在
临澧县新安镇潘家台村，遇到了该村水稻专业合作社
社长侯云山，这个黝黑又憨厚的汉子一边忙着农活一
边向记者介绍起他们合作社机械化、规模化种植水稻
的点点滴滴。

“其实俺一开始是搞农机的，也成立了专门的农机
合作社，就是农忙时帮助村民用机械播种、打药、收割
等等。”3年前，侯云山还一直以农业机械服务于乡里乡
亲，并未涉足种植这一块。但由于机械化耕种需要大
块成片的田地才能有最大的效益，侯云山就想，自己有
这么多的农用机械，何不流转成片的土地，转行去做个
种粮大户。

“因为村民们的田地都是分开的，种植、收割的时
间还不统一，或许还有些村民不用我们的农机，这样就
导致了我们农机的使用效率太过低下，还有些村民就5
分水稻田，我们大型的农用机械到他的田里掉个头都
困难。因此我和几个朋友一商量，就想着成立水稻专
业合作社，流转成片的土地自己种粮，让农业机械化得
到最大程度的使用。”说干就干，2016年初，在侯云山
的主导下，临澧县潘家台水稻专业合作社应运而生，当
年侯云山自己流转土地1200亩、合作社流转土地1000
多亩，潘家台村的水稻种植全面进入了规模化、机械化
时代。

做最专业的新型职业农民

千百年来，说起职业，所有人都能列举出“教师”
“医生”“律师”等等，但少有人提及“农民”，或许是平
凡、也或许是因为这个职业不够光鲜。最近十多年来，
农村劳动力严重流失，留守在农村的不是老人就是幼
童，鲜有年轻人在家种地。侯云山说：“虽然国家政策

大力向农村倾斜，但还是留不住年轻人，以后农村的田
地都得交给我们这些新型职业农民来种咯，你看，这是
我经过专业培训后发的‘新型职业农民证书’，种地，我
可是专家级的。”说完，他满脸自豪地向记者展示了他
的专业证书。

起初，侯云山也认为种地是件很简单的事，无非就
是播种、施肥、治虫、收割嘛！但真正到自己流转这
1200亩土地后，他才发现，原来种地也是门大学问，专
业的科学知识必不可少。

2016年，1200亩土地流转到手，侯云山就迫不及待
地开始育种，可谁知在家中培育的种苗却怎么也发不
了芽，这可急坏了他。这时，临澧县农业农村局的陈轶
林对他进行上门指导，解决了他的难题。事后，陈轶林
说：“老侯，你不要以为你做农机跟田地打了很多年交
道，但真正的种好地、出好粮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最
近，省里有一个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你去多学习下
吧。”

一次难得的机会，侯云山和全省的种粮大户齐聚
省城长沙，在农业专家的授课下受益匪浅，课余时
间，侯云山悉心向同来学习的种地能手讨教，不放过
每一个学习的机会。在学习期间的实地考察阶段，
侯云山发现宁乡的再生稻种得挺不错，产出的粮食
品质非常高，他想，我能不能把再生稻技术也引进家
乡呢？

结缘再生稻

从2017年开始种植再生稻，侯云山抱着尝试的心
态，他拿出100亩土地进行试种。谁知由于经验不足，
当年100亩的再生稻几近颗粒无收，每亩产量仅50公
斤左右，这让侯云山损失巨大，算上土地租金、种子、肥
料等成本，当年的亏损在10万元以上。

10万元，对于部分做大买卖的生意人来说可能不
算什么，但这对在田地里摸爬滚打的农民可是一笔巨
款，欲哭无泪的侯云山一度想过放弃。在这个困难的

时刻，当地政府的农业主管部门给了很多帮助，帮助他
解决技术问题，同时还为他申请了农业专项贷款。

在周边乡邻的鼓励下，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骨子
里透露出一股不服输劲头的侯云山暗下决心“从哪里
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次年，他不仅没有退缩，反而
将再生稻种植的规模扩大到了800亩。

“虽然第一年失败了，但我积累了很多经验，我有
信心将再生稻产业做大做强。”这种不成功便成仁的勇
气让侯云山放手一搏，失败没有打倒他，他总结经验教
训，同时加强学习，苦心实验。他在自家门前预留出了
20亩左右的实验田，成天在实验田中摸索种植再生稻
的规律，寻找最适合本地水土的再生稻品种。

苦心人，天不负。2018年，侯云山的再生稻取得了
成功，他所种出来的稻米，乡亲们吃了都说好，口感糯
软适中、有嚼劲、不论是煮饭还是炒饭都比寻常的稻米
好很多。当年，他所产稻米通过口碑传播，在周边以远
高于寻常稻米的价格卖出了50吨左右。

再生稻为何如此受欢迎？

侯云山的再生稻种植取得了成功，合作社的其他
社员及乡里乡亲们纷纷向他取经，在他的带领下，如今
的潘家台村很多农户都种起再生稻，并和侯云山合作，
由他统防统治、集中收割、统一收购加工。

为什么再生稻在市场上如此受欢迎？相比普通的
大米它的优势在哪里呢？

“首先，再生稻生长时，它的根系已经完全形成，所
以在再生稻的生长阶段是完全不用农药的，属于纯天
然绿色产品；再者，再生稻的生长周期，主要集中在秋
季，这个时期昼夜温差大，有助于稻米积累营养物质，
所产出的稻米品质要比普通稻米更高；最后，再生稻是
鲜收鲜磨，直接用打米机打米，不抛光，无添加，保留了
大米最重要的营养成分以及人体所需的矿物质和维生
素。”侯云山说着，拿出了一捧当季所产的再生稻对记
者介绍。

通过对比，记者发现，再生稻米，形细长偏小，色泽
洁净鲜亮，垩白米率低，所煮出来的米饭胶稠度高、清
香、洁白、油亮，饭粒结构紧密，软硬适中而略带粘性，
口感细腻舒适。

如今的潘家台再生稻种植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
但这并没有达到侯云山的理想预期。

在他的设想中，未来，他将大力发展合作社+农户
的模式，带领社员和乡亲通过种植再生稻走上共同富
裕的道路。他说：“我自己一个人精力有限，我更希望
发展更多的村民们加入到合作社来，我负责技术指导、
统一机械化耕种，然后以高于市价集中收购加工，将潘
家台的再生稻形成品牌，成为临澧县乃至全市、全省叫
得响的农业品牌。”

据了解，目前，侯云山已经申请“澧水河”的注册商
标，未来，我们可以期待，这个有想法、有干劲的新型职
业农民能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全新天地。

千亩水稻的“再生缘”
—— 临澧县潘家台水稻专业合作社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张顺

再生稻，对我市多数市民来说，可能听说
过，但不甚了解。其实再生稻是水稻种植的
一种模式，在中国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可以
追溯到1700年前。其特点是在一季稻成熟之
后，大约只割下稻株的上2/3的部位，收取稻
穗，留下1/3的植株和根系，施肥和培育，让其
再长出一季稻子。也许有人疑惑，这样种出
来的稻米与我们平常两季栽种的“早稻”“晚
稻”有什么区别呢？近日，记者走进临澧县新
安镇潘家台村，采访了临澧县潘家台水稻专
业合作社，了解到了这种“割过的稻桩也会长
谷子”的神奇之处。

侯云山向记者展示他的新型专业农民技能证书。

侯云山在田边查看再生稻长势。

本报讯（记者 曾帧 通讯员 冯静）11
月1日，武陵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
专题视察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当天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一行先
后视察了河洑镇毛湖港干渠硬化工程、芦
荻山乡熊家坪5组渠道硬化工程和李白溪
电排翻修改造工程，并组织了座谈会，听
取全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近年来，武陵区水利局积极申报农
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先后实施了
小农水、高效节水灌溉、洞庭湖沟渠塘坝

清淤、泵站更新改造等项目，为全区农业
生产保驾护航，全面提高了农田水利的硬
件水平。

座谈会指出，武陵区农田水利基础设
施建设工作要做到改革不断档，管理不脱
档，投入不减档，发展加大档，效益跑满
档。农村农业部门要从水利部门手中接
好接力棒，深入搞清底子、掌握政策，要做
到建管并重，落实管护责任，要继续加大
争资争项力度，要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
设工作进行早谋划、早包装、早动手。

武陵区人大常委会
视察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城投天汇小贷公司
狠抓反腐倡廉教育

本报讯（记者 朱璐露 通讯员 杨菁）今年
来，市城投集团天汇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积极弘扬
廉政文化，强化公司员工的廉洁从业意识，狠抓
反腐倡廉教育，从源头上构建“不敢腐、不想腐”
的思想堤坝，紧紧围绕“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发
展主题，大力开展反腐倡廉工作，打造了风清气
正的发展氛围。

为加强干部管理，夯实廉洁发展基础，该公
司建立更新公司班子成员廉洁档案，实现准确、
及时、全面地掌握领导班子成员个人有关情况，
做到领导干部廉政监督无盲区，达到全程监督、
节点提醒、自身提高、自查自纠和廉洁自律的目
的。根据集团公司安排部署，公司组织召开了以
案促改专题组织会，就方际三违纪违法案件作了
深刻的剖析，进一步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
线。同时，公司还强化了宣传教育，增强员工廉
洁发展意识，为公司的良性发展保驾护航。

昨日上午，社会各界数百名群众走进常德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启动主题为
“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的119消防宣传月活动。宣传活动包括微型消防
站大比武、消防建设成果图片展、平安消防大走访等七项内容。图为学校学生在
常德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学习使用灭火器。 文斌 陈钉 摄

“曾竹仙真是不简单啊，自己身患毛
细血管瘤，十五年如一日精心照顾瘫痪的
丈夫，一个人尽心尽力撑起一个家，七十
多岁的大妈真顶了‘半边天’！”在鼎城区
尧天坪镇双合桥村说起曾竹仙，没有一个
不翘起大拇指的。

曾竹仙原本有个幸福的家庭。2003
年 12 月 8 月，64 岁的丈夫谭光兵在山上
砍柴时，突发脑溢血倒地不起。为了给谭
光兵治病，一家人多方筹措了4万多元，
先后在市第四医院、市第一医院求医问
药。但谭光兵还是成了植物人，医生说

“再也不能站起来”。
要知道，当时，曾竹仙也是一个病

人。59 岁的她浑身生满了毛细血管瘤，
小的黄豆大，大的似鸡蛋，疼痛难忍，奇痒
钻心。儿子媳妇为了挣钱给父母亲治病，
双双外出打工，家庭重担就压在曾竹仙身
上。她没有退缩，没有怨天尤人，而是选
择了坚强面对。

为了唤醒丈夫，她每天给他按摩身

体，讲述两人相恋时的故事。功夫不负有
心人，8年后，丈夫终于苏醒过来了，而且
还慢慢开口说话。但丈夫完全丧失了生
活自理能力，吃喝拉撒全依靠曾竹仙。

一日三餐，她把好吃的菜留给丈夫和
孙女，自己常常吃的是剩菜剩饭。由于常
年卧床，丈夫的大小便全靠曾竹仙伺候，
每天都要用尿壶为丈夫接五、六次小便，
但大便时只能垫尿不湿，所以每天更换
三、四次。丈夫心怀歉疚，劝她分床睡，她

没有答应，日日夜夜都用妻子的温柔和爱
温暖着丈夫。盛夏的夜晚，丈夫体弱不能
吹电扇，她就给丈夫摇扇子、驱赶蚊虫、擦
拭身子，这样折腾下来，一个晚上最多能
睡四、五个小时。

天一亮，她又得开始新一天的忙碌：
送孙女去上学，护理丈夫，种菜喂猪，还要
去打理8亩责任田。这样的劳动强度连
男子汉都难以吃得消，何况她一个久病的
大妈。

丈夫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却无能为
力，他也曾想过轻生。但曾竹仙坚定的
说：“老头子，别想做傻事，我不能让你

‘走’，就是天塌下来我也撑着。”也有好心
邻居劝她找人帮忙，曾竹仙总是微笑回
答：“照顾老倌子是我的本分。”

是的，亲情是最好的护理“良药”。近
几年来，谭光彬的病情逐步好转，整个人
红光满面，可以坐轮椅了。天气晴好时，
曾竹仙早晚都会推着轮椅带丈夫散步聊
天，晒晒太阳，暖暖身子。

经过十几年的磨练，曾竹仙的病情也
稍有好转。这对患难与共的老夫老妻，逐
渐翻过了最苦难的一页，守得云开见月
明！儿子为了尽孝，已回家务农，照顾父
母，孙女从部队复原参加了工作，常回家
看望爷爷奶奶。

曾竹仙十五年如一日用真情和爱心，
谱写了一曲爱的赞歌。她的先进事迹感
动了他人和社会，还曾被尧天坪镇评为五
好文明家庭。

鼎城区第六届十佳“善德公民”优秀事迹系列报道之八

“照顾老倌子是我的本分”
—— 记鼎城区第六届十佳“善德公民”曾竹仙

□本报记者 帅泽鹏 刘清 通讯员 吕俊 姚婉

城投集团武陵分公司
召开全员警示教育大会

本报讯（记者 朱璐露 通讯员 刘晶）为坚定
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近
日，市城投集团武陵分公司组织全员召开警示教
育大会, 通报了近期“廉洁常德”官网公布的典
型案例。

会议强调，全体员工要从警示教育中吸取教
训、引以为戒，做到举一反三、警钟长鸣，不断增
强拒腐防变的意识和能力，并要求全体员工强化
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
心使命；加强作风建设，讲纪律守规矩，以高度责
任感和使命担当，推进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的开展，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在公司落地生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