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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占一治印

补记

人生价值
“沙岭村是我扎根的地方，也是让

我受益的地方。我和老辛在这里，实现
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们对它充满了真
挚的感激之情。”采访中，苏华如是评价
自己居住了30多年的第二故乡。

“在花卉种植上，她冲锋陷阵打市
场多些，我在后方搞技术多些，所以在
业内她的名字比我响亮。如今一说沙
岭的苏华，天南地北做这行当的几乎都
有耳闻。”辛成立诙谐地说。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走进花卉大棚
的苏华，整个人立即就显得特别精神，
用她自己的话说，“花开得多美啊，一到
这里我就觉得动力十足，有成就感，心
情好得无法用语言形容。”

“雏菊仅品种就有100多种。因为
颜色丰富，各自都有各自的名字。像
白色，就能分出芮白、法斯托、多德白等
很多种。这里面有很多学问呢！”苏华
介绍道。

“一个暖棚，占地一亩。现在的季
节，3个半月出一茬，年收入五六万元，花
卉种植的高性价比，在设施农业这一块，
稳居咱们目前农村产业的前列。”提到花
卉种植，苏华滔滔不绝，又自信满满。

这些年，正是看中这一点，苏华和
辛成立在自己“美丽事业”获得成功之
际，不遗余力地帮助身边的乡亲们共同
创业奔富路。

如今的沙岭村，在苏华种植合作社
的带动下，从事花卉种植的农户有20多
户，花卉种植面积达200多亩，年产鲜花
2000 多万支，年产值突破 1000 多万
元。沙岭村成为全省雏菊种植面积和
产出数量最大的乡镇，苏华被评选为辽
宁省巾帼致富带头人。

鲜花种植规模大了，名声越来越
响。订单增加，需要更多花农，这为村
民提供了就业机会。采摘季忙的时候，
全村有上百名村民围绕这一产业劳作，
并且按小时计算获取劳动报酬。

采访中，苏华和辛成立的手机铃声
数次响起，打电话的都是村里跟着他们种
植雏菊的农户，询问关于通风、施肥、抹蕾
等技术上的问题。每一个电话，他们都仔
细倾听，详细解答。需要实地查看的，他
们都承诺到大棚里进行现场指导。

苏华说自己这一天是撂下耙子就
是扫帚，忙的时候，她和老辛常常没有准
点儿回家。但眼看着自己把“美丽事业”
做成富民产业了，心里又有说不出的快
乐。每往前迈一步，心里就增加一份成
就感，这也是他们不断向前走的推动力。

“这次雏菊成功出口日本，对于这
些养殖花卉的农户来说，是一个历史性
的时刻。”苏华说，这条路走顺了，对花
农增收意义重大，“下一步，我们要指导
种植户奔着出口标准生产，争取明年沙
岭村的雏菊都能实现出口创汇。”

11月7日，星期日。盘锦市
盘山县沙岭镇沙岭村的苏华、辛
成立夫妻俩，一大早就驱车前往
鞍山市台安县高力房镇，查看那
里大棚的花卉长势。

“沙岭村正致力于打造‘中
国家庭教育文化第一村’，我是
村妇联主席，负责的工作必须
得抓紧保质保量完成。”苏华
说，“花卉这块也不能耽误，没
有分身术，就得连周末都利用
上，起早贪黑地忙活。”

沙岭村与高力房镇相邻。
“因为前景好，村里有些种植户
就来这儿租地建棚养花了。”苏
华的丈夫辛成立告诉记者。

“根苗壮实，花抱团开，整齐
度够，完全符合要求。”一进大
棚，苏华眼睛里就闪现出喜悦的
光芒。视野中，几十种五颜六色
的雏菊即将开放，空气中散发着
淡淡清香。她兴奋地说，“10月
上旬，沙岭村小雏菊已成功打进
日本市场。这个品种出口日本，
在东北还是第一次。”

他们到这儿来，是帮种植
户办理鲜花出口事宜。“把大家
的力量聚在一块，富裕路就能
走得更顺畅。”苏华说，做事就
要做好。她说自己性格中的这
份要强，来自于原生家庭对她
的影响。

夫妻俩把“美丽事业”做成富民产业
本报记者 刘立杉 文并摄

“在我心里，她是天底下最伟大
的母亲。”说起家庭对自己的影响，
苏华的眼睛湿润起来。

“我爸妈结婚第 23 天，我爸就
因受到意外刺激导致间歇性精神失
常。没地方治，也没钱治，连续 7
年，时轻时重地发作。他没有暴力
倾向，不伤害别人，就是离不开我
妈。我妈走到哪儿，就得把我爸领
到哪儿。”苏华声音哽咽，“要是换了
别人，谁还跟他过？我妈给我最深
的印象，一是对我爸不离不弃，二是
特别能吃苦耐劳。”

苏华的老家在黑龙江省呼兰县
（现为哈尔滨市呼兰区）农村。“那地
方太冷了，得预备两套棉衣，上秋穿
薄的，三九天穿厚的。”苏华说，“我是
家里的老大，记得一到做棉衣的时
候，我妈就忙到后半夜两三点才睡
觉。家里5个孩子，每个差2岁，一个
也没落下，现在想想，她得多累。”

“村里照顾我爸，让他‘看青’，
工分挣得少，我家年年‘胀肚’（欠生
产队钱）。家里的钱我妈一分一分
地花，还得到别人收完的地里捡豆
粒儿、捡豆角，想方设法不让我们饿
着。”苏华说，童年的这份记忆，影响
自己至今，“就是现在我仍觉得，浪
费粮食是可耻的。”

母亲的坚强与善良，使 5 个孩
子从小就明理懂事。“在那样的环境
里长大，我们心里都很阳光，从没有

自卑的感受，感觉自己和别的小朋
友家没啥两样。”苏华说。

“我爸虽然精神不好，但他也带
给了我们非常珍贵的品质——勤
快。”说到这儿，苏华的眼泪止不住
地掉了下来。“我爸只要精神正常稳
定，从不闲着。他在马路边捡个螺
丝疙瘩，也留着。到了年底，我爸就
把捡来的破东烂西卖了，给家里买
一大筐冻梨。他能这样做，是我对
他最敬佩的地方。”苏华说，她现在
常对种植合作社的乡亲们讲，人穷
不可怕，但不能懒。

1987 年，苏华父母举家搬到盘
山县坝墙子镇。“他俩今年都 74 岁
了，和我四弟——家里唯一的男孩
住在一起。我爸的病也早好了，他
和我妈现在是村里最幸福的老头儿
老太太。”苏华笑着说。

一直在旁当听众的辛成立插话
说，他们结婚时老太太身体不好，
现在老两口身体都健康，感情还和
睦——当年老太太的不容易，老头
儿全知道，对老太太言听计从，叫干
啥就干啥，像做饭这些活儿，全是老
头儿做，“这个大家庭中的孩子都上
进，让他们省心，已经成家的4个孩
子中，隔代人都是大学生。”

“我家大闺女也结婚了，现在外
孙女 2 岁了。从我爸妈那里算，我
们这一大家子已经四世同堂了。”苏
华补充道。

有一个“天底下最伟大的母亲”

1989 年，苏华、辛成立经人介
绍相识、相爱，组成了小家庭。

辛成立出生于 1968 年，比苏
华大 3岁。两家当时都在盘山县，
一个是后搬迁到坝墙子镇，一个是
沙岭镇的坐地户，相隔 15 公里。

“恋爱期间，我俩没怎么逛过街，他
经常骑个旧自行车来我家干农活
儿。”辛成立接过妻子话茬儿，“倒
没觉得累，心里总是很甜蜜！”

“她长得好！”“我家老辛有
才！”年初相看对象的两个年轻人，
年底走到了一起。

辛成立家里有兄弟姐妹 4个，
他排行老三。辛成立爱琢磨，喜欢
画画，开过画社，17 岁就在省里举
办的绘画比赛中获得过二等奖，但
家里当时是沙岭村出名的贫困户。

挣钱养家过日子，是小两口结
婚后很长一段时间摆在他们面前
的难题。

婚 后 两 人 的 日 子 过 得 很 辛
苦。辛成立做过力工，收过水稻，
倒腾过水果；苏华卖过雪糕，卖过
包子，还在春节的时候卖过对联。

“有一年困难到什么程度？一年没
吃着肉，就春节前花了 10 元钱买
了不大一块猪腰条过了年。”回忆
起往事，辛成立带着自责。

1994年，夫妻俩第一次接触到

和鲜花相关的生意。两人各骑一
辆自行车，后面绑着两个大筐，到
海城市牛庄镇去拉盆花。摇摇晃
晃，一人驮着 40 盆花拿到当地市
场卖，一盆花能挣一两元钱。

“慢慢攒下点儿钱，买了一辆
农柴车上北镇拉了几趟花，感觉还
可以。那时家里有个小园子，我俩
一商量，就扣了个 16 延长米的小
棚养花，为当地绿化市场供货。”苏
华说，现在回头看，从牛庄、北镇开
始，他们误打误撞开启了花卉种植
这个“美丽事业”。

2004年，面对市场竞争压力日
渐加大，夫妻俩决定调整方向：改
行，做鲜切花。

随后不久，转机出现了——苏
华获得了一次学种紫罗兰的机
会。她乘坐几个小时火车，特意赶
到绥中县，用心跟着日本老师学了
一个上午。“老师教的是紫罗兰的
鉴别。谁学得也没有我上心，因为
我是为了自己学。”苏华不无骄傲
地说，“东北第一个成功种植紫罗
兰的就是我家，我俩也在紫罗兰上
起了家。”

成功也是百转千回。2007 年
正月，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风雪压塌
3栋花棚，直接损失10多万元。“她
都没敢到现场看，就在家里一直

哭。”辛成立心疼地说。
困境面前，夫妻俩抹干眼泪，

相互鼓劲，东挪西借筹款继续干！
2008年，苏华栽种 5个大棚的

紫罗兰成功上市，一炮打响！“北京
以北种植紫罗兰从来没有成功的，
我们是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
家！”苏华说，“可能老天看我们太
苦太累，所以给我们回报。”那一
年，他们的紫罗兰卖火整个北京
城，不少买家甚至先打款，生怕拿
不到货。“现在我们仍和南方打时
间差。市场缺时我们正上，一个春
天能卖出20多万支。”辛成立说。

这几年，为应对市场变化，他
们将主打花卉放在了小雏菊上。

“花的颜色达上百种，市场使用空
间也大，还有老辛的棚间管理技
术，为发展提供了保障。”苏华说。
多年辛苦经营，辛成立已经“非常
不简单”，有些连专家教授都解决
不了的花卉难题，到他这里手到病
除。与此同时，他还通过杂交、授
粉、选育，成功培育出了“粉美人”

“贵妃醉酒”等 70多个生长稳定性
良好、抗虫抗病的小雏菊新品种。

如今，苏华家花卉大棚发展到
20 栋，年产鲜切花 400 多万支，每
年仅雇工支付的人工费就达四五
十万元。

种植鲜花的夫妻搞出了大名堂

结婚 32 年，苏华、辛成立夫妇搬
了4次家。

改变的，是房屋居住面积越来越
大，屋子里面的设施越来越现代化；
不变的，是屋檐下一如既往的和谐、
温馨。

“最初结婚时，房子面积才 70 多
平方米，住了5口人；现在房子面积有
230 多平方米，加上公公，4 口人住。”
苏华说，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家里的氛
围始终温暖如初。

“婆婆走得早，公公89岁了，耳不
聋，眼不花。我们和老辛的二哥轮流
照顾，一家两个月。实际上，老人家是
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苏华说，年年

过年，都邀请大家来这里过年，“我愿
意人多，热闹，有年味。”记者看到，老
人居住的房间在二孙女的隔壁，里面
有过冬用的电取暖设备。老人的棉被
是一个大红的被面，看着喜庆，是苏华
特意给老爷子做的。

对待岳父岳母，辛成立也尽心尽
力，有事随叫随到。“每到换季时，给老
人咋花钱，他都不带说多余的话，从不
拦着。”苏华说。

言传身教下，他们的两个孩子更
是把长辈放在心上。大女儿辛青杨
给爷爷买来电视机，安装在他的房间
里；刚上初三的小女儿辛青泽经常给
爷爷揉肩、捶背，让老人时时感受到

亲情的美好。
因为姥姥、姥爷跟着舅舅过，两个

女儿都会抽出时间不定期前去看望。
辛青杨是姥姥带大的，情感上跟姥姥
更近些，每次看望老人，都会买些营养
品，尽己所能表达孝心。

“因为家庭困难，我和老辛都没
受到更好的教育，所以在孩子身上，
也就倾注了更多的期待。”接过妈妈
话头儿，辛青杨告诉记者，她还记得
小时候穿的衣服，都是妈妈亲手做
的，“高考后，我妈觉得我在人际交往
上弱，还安排我到她朋友的公司去打
工，提高我的社交能力。大学四年，
我暑假都在所在城市打工，让自己独

立自强。”辛成立说，大女儿曾是校学
生会副主席，现在县医保局的工作也
是她自己考取的。

“小时候妹妹弟弟挨肩儿长大，都
是大的哄小的，我们兄弟姊妹 5 个从
未吵过嘴、打过架。现在他们这代人
也是这样，遇事都
懂得互相谦让。良
好的家风正在一代
代传承，看着他们
健康成长，最让人
心里高兴。”苏华欣
慰地说。2016 年，
苏华家庭获评盘山
县“最美家庭”。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温暖如初

在全国鲜切花市场，盘山县沙岭镇
沙岭村的苏华、辛成立夫妻俩是业界响
当当的人物。他们使沙岭村成为东北唯
一成功繁育紫罗兰的村落，使沙岭镇成

为全省雏菊种植面积最大的乡镇，年产鲜花2000
多万支，产值超千万元，带动了一方百姓致富。生
活中，一家人敬老爱幼，相亲相爱，向善向上，2016
年获评盘山县“最美家庭”。

核心
提示

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苏华、辛成立夫妇在花卉大棚中查看雏菊长势。

苏华、辛成立夫妇和孩子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