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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

榜样
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精神，默

默流淌在游巧元这个家庭的血脉里，
也时时刻刻体现在每个家庭成员的
行动上。

言传身教，是父母教育孩子的法
宝。游巧元夫妇说，我们不能给予孩
子无与伦比的聪明头脑，却可以教会
孩子如何做人，如何学习，如何工作，
如何正确对待所遇到的问题，这才是
我们为人父母的根本。

无形中，游巧元夫妇培养了儿女
认真学习、努力工作的品质。儿子从
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始终在班级名
列前茅并考入名牌高校；工作后，也是
任劳任怨，成为单位的佼佼者。女儿
也是学业有成，工作出色。游巧元的
儿女都有了另一半，也同样是踏实肯
干之人。

游巧元夫妇不仅给儿女作出了榜
样，更给周围种地的农民作出了榜样，

“我们不仅要‘金色稻浪’，也要‘绿色
粮食’。稳产增产，更要绿色、健康。”

随着国家粮食收储制度以及市场
变化，“优质优价、劣质低价”的市场信
号日渐明晰，农民种粮迎来前所未有
的挑战。

要种出优质水稻，就得学习、实
践和探索。打开游巧元的手机看里
面的照片、视频以及文档，几乎全是
关于土壤、有机肥以及水稻新品种的
资料。

“粮食连年丰收，吃不饱的日子一
去不复返了。让消费者吃上真正好
土、好水、好空气生长出来的好大米，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在游巧元看
来，从事高品质的生态水稻种植本身
就很有意义。

为了给土壤增加有机质，游巧元
用豆粕发酵沤肥，施用到稻田里，使土
壤得到持续改良。

这些年，游巧元在稻田里进行了
多种尝试，就是要找出一条适合大多
数农民种植并且能够种出优质生态水
稻的方法。他同时生态养殖河蟹和泥
鳅，又不断地试种水稻新品种，总是在
不停地探索，使水稻种植品种和技术
能够适应市场的新变化。

功夫不负有心人。游巧元种植的
水稻和加工出来的大米多次获奖，他
被评为全国种粮大户，其家庭农场荣
获“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称号。

食品安全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
满足人们对安全健康食品的需求，是
游巧元从事农业生产的最大梦想。
他说，“一个人的成功不算真正的成
功，带动周围的农民投身绿色农业，
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是我目前最
想做的事。”为此，游巧元的家庭农
场成立了培训学校，他将自己总结
出的经验无偿地传授给农民，让他们
靠种植也能发家致富。

8月22日，游巧元穿着长筒雨靴，深一脚浅一脚
地行走在稻田里，拔草、防病虫、水浆管理……这样
的忙碌场景，对于68岁的游巧元来说，是再平常不过
的“必修课”了——他种植的 600亩水稻正进入拔节

孕穗的关键阶段，管理是否精细，直接关系着一个多
月后的收成。

拔了一阵子草，游巧元开始往稻田里头撒玉米
粒，螃蟹下个月也要出售了，“现在正是育肥的时候，

营养得跟上。”
连续劳作，令他面色通红，满脸渗出细密的汗

珠。游巧元说，“人不亏地，地不亏人。看到丰收在
望的稻田，闻着稻穗的清香，我是打心眼儿里高兴！”

种粮大户游巧元身后的“家力量”
本报记者 刘永安 文并摄

游巧元出生在盘锦农垦局榆树
农场（现为盘锦市大洼区榆树街道），
家里兄弟姐妹多，日子过得很紧巴。

游巧元印象最深的童年记忆就
是经常饿肚子。当时蔬菜也少，更
别说猪肉、鸡蛋了，那是过年才能解
解馋的美食。

肚子里的油水少，饿得就特别
快。为了能填饱肚子，父母就拿自
家口粮大米换玉米。因为1公斤大
米可以换 1.5 公斤玉米。粮食实在
不够吃的时候，就拿遍地都是的碱
蓬草来充饥。

杨秀芹也出生在榆树农场，两
家相距不太远，父母也是起早贪黑
在地里劳作的农民。那时候，每家
的生活差不多，杨秀芹也一样有挨
饿的经历。

很多人羡慕青梅竹马的那种
感情，因为两人从小一起长大，知
根知底，而最终步入婚姻殿堂的
并不多。说起来，游巧元和杨秀
芹两人就是青梅竹马。1961 年，
游巧元 8 岁，杨秀芹 9 岁。这年 9
月，两人一同进入盘锦农垦局榆树
农场小学，成为同班同学。

游巧元和杨秀芹的缘分不浅，
不仅小学，初中、高中两人也一直在
同一个班级。然而，在那个年代，男
女同学之间不敢多来往，虽然同学
多年，但只是互有好感，没有更深入
的交往，更没想到彼此会成为相伴

一生的夫妻。
高中毕业后，游巧元和杨秀芹

都在榆树农场工作。随着时间的推
移，两人的接触越来越多，彼此的好
感逐渐升温。那个年代，自由恋爱
还不盛行。游巧元和杨秀芹到了谈
婚论嫁的年龄，他们的老师了解到
二人的情况后，就顺水推舟牵起了
红线。水到渠成，游巧元、杨秀芹开
始了正式交往。

“怎么能和游巧元谈对象？他家
兄弟姐妹多，负担重，生活很苦，太穷
了！”虽然有来自各方的反对意见，但
杨秀芹不为所动，坚持了自己的选
择，“他勤奋、踏实、人品好，头脑灵活
很能干，虽然他家里穷，但我们只要
努力，一定会过上好日子。”

一起长大，彼此知根知底，游巧
元早就喜欢上这个“在家里是老大，
善良贤惠、做事泼辣”的杨秀芹。

1978 年，两人走入婚姻的殿
堂。游巧元清楚地记得结婚当天的
情景。那天早晨，杨秀芹没用接亲，
自己骑着自行车来到游巧元家。结
婚也没有什么仪式，就是请亲朋好
友吃了一顿饭，宣告“我们结婚了”。

结婚时，游巧元和杨秀芹的全
部家当就是两双筷子、两个碗、两套
被褥，简单到无法再简单，另外家里
还有请客时欠下的外债。“刚结婚的
时候，真困难啊，根本没想到会过上
今天的好日子。”游巧元说。

青梅竹马结同心

婚后，游巧元和杨秀芹相互支
持，干一行爱一行，经过历练，他们
迅速成长为本单位的业务骨干和
领头人。他们付出的时间与汗水，
变成了一张张奖状和一本本荣誉
证书。

杨秀芹在榆树农场砖厂工作
时，早来晚走，把精力都投入到工
作中。游巧元就主动承担起家务，
解除了妻子的后顾之忧。有了丈
夫的支持，杨秀芹工作更出色，被
提拔为砖厂副厂长、厂长。

当时，榆树供销社连年亏损，
农场要选聘供销社主任。游巧元
认为妻子有能力改变亏损现状，支
持她参与竞聘。结果，杨秀芹以第
一名的成绩，成功竞聘上了供销社
主任。

竞聘成功只是第一步，最重要
的是如何扭亏为盈。此时已调往
农行工作的游巧元，利用自己的财
务知识，给妻子支了“店组核算”这
一招，就是将盈利任务分解给供销
社的五金、百货等各个小组，多盈

利就多分配。因为改变了分配机
制，增加了激励机制，供销社当年
就实现了盈利。

家庭是船，事业是帆，帆推动
船行，船扬起风帆。有了家人的理
解和支持，杨秀芹安心地干事业。
此后，杨秀芹的工作又经过几次变
动，从大洼供销社系统，调往大洼
农村信用社工作。

无论工作怎样变化，但相互
支持、彼此尊重的家风没有变。
夫妻俩遇到事情一起商量，遇到
困难一起解决，生活上关心对方，
事业上互相扶持。人们常说“夫
妻同心，其利断金”，游巧元和杨秀
芹就是以这种相处模式，用夫妻恩
爱的力量解决一切问题，并让幸福
自然相随。

和睦的家庭能给每一个家庭
成员带来温暖，能够相互成就，带
来前进的力量，让生活更加美好。
游巧元的工作业绩也蒸蒸日上。
婚后两年多，游巧元就任职大洼农
行城郊营业所所长。

营业所的一项主要业务就是
向农民发放贷款，游巧元当上所长
后，尽全力帮助农民解决水稻种植
所缺的资金。春耕时节，他几乎天
天出现在田地里，了解农民所需资
金情况，尽快发放贷款。“春耕是大
事，耽误不得。秋后多打粮食，粮
仓才能满囤。”游巧元说。

不仅帮助农民解决种植水稻
所需要的资金，游巧元还帮助农民
解决扣大棚所需要的资金。当时，
大洼农民刚开始扣大棚，从冬闲变
成冬忙，让人们在冬天吃上了芹
菜、韭菜等反季节蔬菜。对土地充
满感情的游巧元积极支持农业生
产，为农民发放贷款。在支持新生
事物的同时，也催生出银行秋后放
贷款春天回收的新的业务模式，增
加了资金的流动性，营业所和游巧
元都成为全省先进。

游巧元说：“无论在农场还是
农行工作，我始终和土地打交道。
土地是实打实的，只有踏实做事，
才能获得回报，来不得半点虚假。”

比翼双飞齐成长

良好的家风，不断给家庭成员补
充着奋进的能量。他们踏实工作，都
成长为各自岗位上的行家里手。

正当游巧元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一帆风顺的时候，2000年，他却做了一
个让周围人瞠目结舌的决定：辞职！

“当时引起的轰动可大了。”游巧
元笑着说起当时的情景，“辞去银行
工作，在当年是无法想象的事，周围
很多人都劝我不要辞职，特别是得知

我辞职后要办家庭农场时，他们更是
无法理解。”

当时，国家开发大洼三角洲不
久，有不少贫瘠的土地处于撂荒状
态。看到这些土地没人耕种，游巧元
很是心疼。他说：“对于粮食，我始终
有敬畏之心，因为自己经历过吃不饱
饭的日子，那是一段终生难忘的记
忆。我对土地有很深的感情，愿意和
土地做一辈子的朋友。”

仅仅有情怀是不够的，面对的困
难还需要一一解决。当时，游巧元承
包的是一片荒草甸子，那里没有路、
没有水、没有电，除了野草，什么都没
有。人一进去，蚊子嗡地炸开来，大
个的蚊子有时直接飞到嘴里。

创业之难，超乎想象。刚开始的
时候，游巧元只能在荒草甸子上搭个
简易窝棚，渴的时候喝河沟里的水，晚
上只能摸黑。因为是荒地，需要的投入

很大。游巧元拿出了家里的积蓄，又东
奔西走向亲友筹借，不断地把资金撒
向土地。刚开始的那几年，年底一算
账，收入没有投入的多，年年赔钱。

有些人对游巧元说，“你本来不
用遭这个罪，赔这个钱，在单位升职
加薪不好吗？”别人不理解，游巧元不
在乎，是善解人意的妻子一次次给了
他信心和勇气。杨秀芹说：“我和他
有同样的经历，所以能理解他对土地

的深情，支持他热爱的事业。”
一个人种地太苦了，杨秀芹决定

提前退休。她本来可以像其他城里人
一样，去跳广场舞，去旅游，或者去干其
他喜欢干的事情，但杨秀芹选择到农场
陪伴丈夫，帮他洗衣做饭，侍弄菜园
子。游巧元说：“为了我，妻子在家庭农
场已经十多年了，陪着我守护稻苗成
长，等候水稻成熟，享受丰收的喜悦。”

如今，柏油路一直通到了游巧元

的家庭农场，水、电问题也解决了。
这些基础设施都是政府投入资金兴
建的。在政府财政资金的补贴下，家
庭农场有了插秧机、收割机、拖拉机
等现代化机械。

抚今追昔，游巧元感慨万千。他
说：“我很幸运赶上了好时候，这辈子干
了自己最喜欢干的事。土地是我们的
衣食父母，只要干得动，我就要把这片
地一直种下去。”

一往情深爱土地

游巧元和杨秀芹在上小学时相识。
他们从同学变成同事，又从同事成为夫
妻，这其中既有同甘共苦的承诺，又有心
有灵犀的默契，成为人们眼中琴瑟和鸣的

好伴侣。21年前，游巧元辞去令人羡慕的工作，默默
守候着自己的农田，用泥土般朴实的姿态对待生
活。作为全国种粮大户，游巧元秉持绿色农业发展
理念，影响并带动身边的农民走上生态农业之路。

核心
提示

游巧元在查看水稻长势。

游巧元和杨秀芹将心血倾注在家庭农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