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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仁海

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
这是教事农者要因地制宜，把握好深浅宜
种宜植的实际。规模种植海红米，是岽军
村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

年初的时候，陈伟臣就与“乐村淘”
挂钩，将崇军村的海红米推上网购平台。
同时，陈伟臣到区文联请来近 10 多名本土
作家，写岽军村，写海红米，为岽军村农
业产业化发展造势。

金黄色的稻田，稻穗沉甸甸地在爽爽
的秋风中摇摆。“禾下乘凉梦，崇军稻花
香”。在岽军村海水稻种植示范基地，风吹
稻浪，白鹭成双，好一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美好景象。过去这里是一片抛荒的盐
碱地。村两委在农业专家的指导下探索海
水稻种植，把盐碱地变“聚宝盆”。

陈伟臣带领几名党员骨干前往广东
省 找 到 “ 海 水 稻 ” 发 现 者 、 研 究 者 和

“海稻 86”的培育专家陈日胜。通过学习
和考察，大家一致认为海水稻耐盐碱性
高、适应性强，营养价值丰富，市场前
景广阔，适宜在本村种植，是脱贫致富
的好项目。

从广东考察取经回来的第一年，陈伟
臣带领岽军村党员干部又增加种植面积 40
亩海水稻。是年秋收，在海水稻收割现
场，经技术人员、科技特派员现场进行测

产，平均亩产湿谷 934.76 斤，按照定单合
同湿谷收购价 2.5 元斤，每亩产值 2336.9
元，扣除种苗肥料人工等成本每亩 1000
元，每亩收人达 1336.9 元。这一年，岽军
村集体收入跃升到16万元，并带动村里36
户140 人实现脱贫摘帽。

岽军村以发展海水稻种植示范基地为
载体，把基地建成“滨海党旗红”党建示
范点。村党支部于 2019 年被广自治区党委
组织部评选为“四星级”党支部，被防城
区评为年度脱贫攻坚工作先进单位。

这一年，岽军村人欢欣鼓舞。外出打
工的村民开始陆续回村，至 2022 年，共有
80 多户100多人回村居住，30多户40多人
居住城区或农村耕作。

岽军村海水稻种植成功，茅岭镇党
委、政府决定在所辖的 9 个行政村全面铺
开进行海水稻种植，并以岽军村为核心建
立一个“茅岭海红米海水稻种植产业园
区”。利用中央扶持资金 80 余万元在岽军
村建立茅岭镇农副产品加工基地，形成

“生产—收割—烘干—储存—销售”一体化
功能的生产销售车间，推动海水稻产业由
原材料初加工向深加工转变。

2020 年夏天，岽军村农副产品加工基
地正式投产。这一年，岽军村集体收入达
21 万元，陈伟臣获“防城港市新时代发展

贡献奖”先进个人。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2020 年下半年村

集体投入集体资金13.8万元，发展海水稻+
渔业综合种养产业示范项目，通过预约订
单和农村电商进行销售，同时带动 16 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44人增收。

崇军村种植海水稻成功之后，又思
谋如何利用地质优势拓展农田功能，在
挖掘稻田价值上下足功夫，进行立体开
发，搞田园综合体建设。盐咸地里咸淡
水养鱼，市场前景广阔；岽军村的稻田
适合禾虫生长，过去就曾天然生长过禾
虫。于是，村两委决定以这两样产业为
突 破 口 ， 进 行 放 养 ， 通 过 立 体 利 用 稻
田，增收增效。

岽军村村级集体经济收入从 2019 年的
2 万余元，到 2021 年实现增收 37 万元，短
短 3 年间翻了十几番，实现历史性突破。
2022 年全村海水稻收成超 6 万斤，全体村
民致富的日子越过越红火。2021 年 4 月岽
军村党总支部被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
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评为“全区
脱贫攻坚先进集体”；2021年6月，岽军村
党总支部被自治区党委评为“自治区先进
基层党组织”；陈伟臣获得“2021年防城港
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和“2022 年防城港市
乡村振兴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兵支书”陈伟臣

2004 年，17 岁的壮族青年陈伟臣高中毕业即
参军入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某基地
救生船当技术兵。

读海图，看仪表，学操作各种器械、操控航向
……陈伟臣跟老兵学跟班长学，从书本学，加班加
点学。半年后，他终于可以“放单飞”，负责仓段
工作并获得救生船的年度先进表彰。入伍第二年，
陈伟臣被选送到海南大学学习并考取“航海证”，
成为一名合格的海军技术兵。同年，陈伟臣成为一
名预备党员并担任班长。第三年，升为士官。2007
年，陈伟臣依依不舍地告别八一军旗，退伍回到家
乡。

采访中，陈伟臣坦诚地告诉我：“其实，我有
一万个理由不想离开部队，我在部队学有所成，综
合技能拔尖，在救生船上是专门‘顶岗’ 的，哪
个战友请假、哪个战友生病、哪个战友外出学习、
培训，空缺都是我顶上，什么是成就感，这就是我
的成就感。部队领导也希望我留下。可是，我是独
子，父母年事已高，需要照顾呀。”说这段话，陈
伟臣的语气和表情，充满着对遥远军营的留恋。

航海证是金字招牌，一个对航海、船上各项技
术娴熟的海军退伍士官、共产党员，回到港口城市
防城港，肯定不难找工作。防城港务局、旅游公司
甚至私人轮船老板，都向他伸出橄榄枝。

伸出橄榄枝的单位月薪都在 6000 元以上，陈
伟臣却选择当时月薪不足300的“村官”。

傻不傻呀你？家人、亲戚、朋友，极大的不理
解!

也有支持的，那就是部队的首长和战友。一封
封来信，一个个电话，一条条微信，都是激励和点
赞。

陈伟臣底气满满地，激情满满地参加村干部竞
选。

众望所归，陈伟臣高票当选岽军村文书。

“青年是岽军村发展的生力军，如何团
结如何鼓励，如何引导这股生气勃勃的力
量呢？我当了村干之后，就将共青团员、
回乡知识青年、在村中有一定活动能力、
致富兴家拔尖的青年登记在册，主动联系
他 们 ， 与 他 们 交 朋 友 ， 这 股 力 量 很 重
要。”陈伟臣说。这是他当村支书做的第
一件事。确实，在陈伟臣当村文书的第一
年，他就组建了岽军村篮球队、岽军村舞
蹈队，并将年轻的血液注入到已有几十年
历史的岽军村舞狮队，使村里的文体活动
充满活力和色彩。在村里的抢险救灾、综
合治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生
态宜居建设、环境保护方面，全村的青年
都积极地参与其中，获得群众的好评。
2011 年，陈伟臣入选村党支部委员，正式
成为村两委领导班子成员，月工资提到
800 元。也是在这一天，又有老板找到陈
伟臣，叫他开游船，开价是月工资 8000
元。

800 元与 8000 元，10 倍的差距。但微

微皱着眉头的陈伟臣默然婉拒。
我问陈伟臣:“当时你真的没有丝毫动

心么”？
他笑笑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

流，想肯定想过。然而做自己喜欢做的
事，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量。说
句真心话，我总觉得家乡田野充满希望，
自己相信在这片田野上会有所作为，至于
别的，考虑得少。”

当了党支部委员，升职一级的陈伟
臣，骑着摩托车在水泥路面的村道上，在
村民家门前的泥砂路，在冲仑江岽军村段
的堤岸上跑得更勤更快。他到贫困户中了
解核实情况，而后填表，而后往镇政府
送；他到堤岸巡查，没有任何商量和通融
余地，坚决地制止采沙船在冲仑江岽军村
段的违法行为……慢慢地，村民们对这个
身材高大、皮肤白净、说话和气、办事公
正勤快的村官有了信任和亲近。特别是村
中的年轻人，更是喜欢与陈伟臣“坐坐聊
聊”。

2017 年 7 月，村党支部换届，全村 36
名党员投票选支部书记，陈伟臣高票当选。

陈伟臣的第一把火是党建，将“三会
一课”制度化。陈伟臣一个一个地走访老
党员，对预备党员的督促做到面对面常态
化，对入党积极份子的辅导更是贴心跟
踪，结果村里年年有新党员补充……

第二把火是凝聚合力，整治脏乱差，
将村中的卫生“死角”彻底清除，为推进
宜居乡村建设夯实基础，被自治区评为自
治区级卫生村。

第三把火是整合全村的土地资源。主
攻生态农业，特色农业。

2017 年 12 月，“ 岽军村合作社”正式
挂牌成立。陈伟臣兼任社长，也是因为他
在青年村民中的号召力。陈伟臣将潮田海
红米种植规模发展的计划一公布，就有几
名青年农民响应。当年，潮田红米种植面
积增加了近100亩。

秋收时节，靠种粮，岽军村集体收入
达1.8万元，实现零的突破。

“这片潮田海红米试验示范基地，是
由茅岭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实施的科研
项目：产量攻关，测土配方施肥，目标
产量 350 公斤每亩，新品种展示，掌握
海红米新品种生育期、特征和特性以及
栽培技术要点。自2017年建立示范基地
至今，在自治区农业局高级农艺师的指
导下，经过 3 年的试验，得出了潮田海
红米可在岽军村规模生产的结论。为
此，村里成立了潮田海红米种植合作
社，种植规模由原先的 50 亩扩展到 300
百亩。”陈伟臣一边介绍，一边领着我踏
着窄窄的田埂向稻田深处走去。

陈伟臣是土生土长的防城港市茅岭
镇岽军村人。

11 退伍回乡，当选村文书

22 众望所归，高票当选村支书

3 发展产业，群众生活越过越红火

▲陈伟臣（左二）在村部开会。 （受访者供图）

▲陈伟臣 （左） 在潮田海红米试验
示范基地。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