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稻农获全国首批“稻田守望者”称号

承载乡愁的老槐树
文/图 全媒体记者 高琳琳

经过驿城区胡（庙）臧（集）公
路的市民会发现，在一处十字路
口，一棵树将原本笔直的道路一分
为二，树的周围有围挡加以保护
（如图）。

修路为什么特地给一棵树让
道？这棵树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
事？近日，记者来到驿城区胡庙乡
叶庄村任庄，听村民讲述古树背后
的故事。

每天，王胜利都会到老槐树下
转转，看到老槐树一侧的树枝发了
芽，王胜利很欣慰。

今年50岁的王胜利是任庄村
村民，是这棵老槐树现在的主人。

“在我小的时候，老槐树枝繁
叶茂，我和村里的同龄人经常爬到
树上玩。”王胜利告诉记者，小时候
祖宅里的这棵老槐树下很热闹，很
多邻居吃饭时端着碗聚到阴凉的
槐树下聊家常。

因修路拆迁，任庄部分村民搬
到了其他地方居住，王胜利一家也
在其中。

“家虽然搬走了，老槐树却没
办法挪走，我看着老槐树慢慢枯
萎，心中万般不舍。”说起此事，王
胜利十分感慨。

记者了解到，这棵老槐树已经
300多年了，是王胜利的祖上栽下
的。拆迁时因其生长位置与公路
的修建工作产生冲突，在王胜利和
驻马店古树保护志愿者多方呼吁
下，最终施工单位让正在修建中的
胡藏公路为老槐树让行，并给老槐
树生长留足了空间，这棵老槐树终
于得以保留。

古树数据搜集、古树名木巡
护、古树保护维权、千年古树游亲
子拓展、濒危古树抢救复壮……在
驻马店，有这样一群志愿者，他们
用汗水守护古树的生存环境，用心
丈量古树的生命轨迹，他们是驻马
店市古树保护志愿者，是众多历经
沧桑古树名木的“守护者”。

保护一棵古树，传承一段历
史。近年来，志愿者为了保护河南
古树名木，积极推进一系列行之有
效的措施，让不少古树名木焕发生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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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的故事古树的故事

全媒体记者 张朝

12月16日，确山县留庄镇三宗寺
村村民王建东抱着一份沉甸甸的荣誉回
到家乡，受到乡亲的热情欢迎。他入选
全国甄选首批“稻田守望者（种稻农匠）”
名录，是全国36位入选者之一，为家乡
人民争得了荣誉。鉴于他在稻米产业经
营管理和文化建设方面作出的贡献，中
国绿色食品协会稻米专业委员会和稻田
守望者（北京）文化发展中心联合为他颁
发此项殊荣。

王建东所在的三宗寺村地处桐柏山
余脉，南靠淮河，是“中原漓江”薄山
湖的灌溉区，这里水源充足，土壤肥
沃，自然环境得天独厚。过去，稻农种
植的水稻产量不高、质量平平。王建东
立誓，要用科技改变传统生产模式，用
科技之光照亮乡村稻米生产的道路，让
土地生金。

2005年初春，王建东背着干粮走
出山村，先后到信阳、郑州、南京、上海、
北京等地农业科研院所、大学求教。他
在学习掌握了泥质化育秧苗技术和人工
抛秧技术后，结合当地实际，独创了“水
稻轻简化栽培技术”。他逐年试种水稻
新品种，选出抗病性高、高产优质的南粳
46、南粳9108、扬粳805、宁香粳9号、
金扬软玉等10多个水稻品种，打造了
“禾嘉留庄”富硒大米品牌。

经过河南省水稻专家鉴定，禾嘉留
庄富硒香粳米质量媲美五常大米。
2023年10月，在全国农技中心举办的
优质食味粳稻新品种示范推广模式创新
交流观摩活动中，王建东带去的“南粳
46”大米经专家团评定，其品质超越日

本的米中贵族越光米。
几年下来，王建东的朋友圈里“科技

大咖”越来越多。中国农科院院士万建
民、扬州大学博士顾克礼、上海农科院博
士吴书俊等诸多专家成了他的“科技好
友”。如今，他是一位能随时和大专家长
时间“煲科技电话”的新农人。

2013年，王建东创办禾盛农业科
技公司和伟鹏专业种植合作社，采用“公
司+合作社+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的新
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带动本乡500户
稻农致富。

每亩产量从六七百斤增产到1500
斤、单一老品种改成优质高产的新品种、
过去每亩产值不足千元，现在每亩产值
4000元……致富后的稻农还带动省内
外1200多家农户种植水稻数百万亩，
种植区域涉及河南、江西、湖北、湖南、江
苏等省。同时，他们还把自创的稻田画
技术传播到省内外，提振当地乡村文旅
产业发展。

2023年6月，王建东在农业农村
部、财政部颁发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
育“头雁”项目中评为优秀学员；2024
年8月，国家水稻产业体系及河南省水
稻产业体系优质粳稻示范种植基地落地
他所在的合作社。

首批“稻田守望者”组委会颁奖词
说，稻田守望者代表了一种专注和责任
的态度。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日常
生活中，他们都能够准确地捕捉到细微
的变化。稻田守望者的存在，使得庄稼
在最好的环境中生长，也保证了农田的
安全。

王建东用半生的辛勤劳动诠释了稻
田守望者的内涵。他的辛勤劳动不仅体

现在对稻田的精心照料上，更体现在对
农业的热爱和执着上。他深知稻田的生
长规律和需求，用心去感知每一寸土地、
每一颗稻穗的变化。他的付出和坚持，

不仅是为了获得丰收的喜悦，更是为了
传承和发扬稻田守望者的精神。他的故
事和精神，激励着更多的人关注农业、热
爱土地、珍惜粮食。

王建东王建东（（右二右二））在领奖现场在领奖现场（（图片由王建东提供图片由王建东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