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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亭湖区新洋街道新洋社区党委，
关工委邀请医务志愿者开展“老年心理健康 让
生命更快乐”活动，举办健康教育知识讲座，创建
健康社区活动，受到广大居民欢迎。 顾红兵 摄

买菜、洗衣、做饭、喂药，7月24日一大早，滨
海县八滩镇界山村62岁农家妇女张士梅已经汗
流浃背。“士梅啊，我渴了，倒点水给我。”“士梅啊，
我想解手，你扶我下子。”……看似于正良和老伴
的一声声“使唤”，实则是老两口对张士梅的依赖
与信任，这让张士梅感到了莫大的成就感。

3年来，张士梅无偿照顾邻居于正良、马成英
患病夫妇不求回报。张士梅的真情陪伴，让两位
老人感受到“亲闺女”般的温暖。在张士梅的影响
下，她的孙子、孙女乐于助人，时常到于正良老人
家中帮忙。

于正良和老伴均年过七旬。4年前，老伴因
患脑血栓病瘫痪在床，于正良悉心照料。3年前，
于正良患病后，腰驼了，头也歪了，照顾老伴很吃
力。“我有一儿两女，两个女儿都出嫁了，时常回家
看望我们。儿子和儿媳在外面打工，我们不想拖
累他们，两个女儿都要照顾家里的老老小小，没法
照顾我们。”于正良理解儿女的难处，坚持自己照
顾老伴。

张士梅与于正良家相隔百米，平日里，她经常
登门看望并照顾老两口。“我看老两口生活自理
难，我是农村妇女，除了种田，其他也没什么事，就
萌生了照顾他们的想法。”张士梅的想法，得到了
丈夫的支持，2019年春天，她挑起照顾于正良和
老伴的重担。每天，张士梅五六点钟起床，收拾好
家里，就出门买好菜到于正良家中做早饭，然后帮
他们洗漱、喂饭，从无怨言。为了让老人每天都能
用上干净垫褥，张士梅找来旧衣裤手工缝制十几
条，并买回几条新床单备用。

去年4月初，于正良突然感到头晕眼花，随之
后背疼痛难忍，呼吸困难。张士梅立即叫来丈夫
一边送老人去医院，一边打电话通知其儿女。经
检查，老人患有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皮肤病，必须
住院治疗。张士梅不加思索，垫交2000元费用，
办理住院手续。“住院10多天，士梅和我儿子进进
出出，医院、家里两头跑，服侍好老伴就来医院照
顾我，病友们都羡慕我。”于正良说，病友们都夸他
有福气。

“我接到张大姑的电话后，基本每天都打个电
话回家报个平安，我两个姐姐也经常回家看看，父
母心情好多了。”于广兵说，人老了和小孩子差不
多，要多哄着点。

逢年过节，张士梅成了贴心保姆，她备好酒
菜，让老人和儿女们边吃边聊。“中秋节，她买好月
饼，过年她包好饺子，让我和儿女们团圆，我们吃
起来之后，她才回家。”老人和儿女们对张士梅充
满了感激之情。“这样不求回报的付出，图什么
呢？”很多人对张士梅提出疑问。“人都有老的时
候，老人一辈子不容易。我经常带孙子、孙女一起
照顾老人。‘你养我小，我养你老’，当我听到孩子
们说出这句话时，我很欣慰。

沈鹏 张建忠 记者 程兰霞

要写的稻田“鸭司令”并非是个养鸭大
户，而是一个从事通过稻鸭共作方式生产有
机水稻的退休农技员常伦岗。

常伦岗是东台市南沈灶镇常灶村人，因
为患小儿麻痹症，带拐助行。初中毕业后，他
在家学了个“皮匠”，据说这是他父亲的主意，
理由是“荒年饿不死手艺人”。

后来，他被公社派去市植保站学习。市植
保站在五烈镇，属于堤西水乡，他在那边学习查
虫时，是要走进水田的，同事们劝他就在田周边
查查虫就行了。可他偏不服输，也与大家一起
走下水田。只见他一脚深、一脚浅的，拐杖陷入
稻田，他咬咬牙拔出拐杖再向前，一步一挪，一
挪一步，夏天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他顾不上
抹。一趟查虫回来，他浑身上下分不清哪是汗
水哪是泥水。学员们和领导们不禁竖起大拇
指，送他三个字：“不简单！”他“嘿嘿”一笑：“不
入虎穴焉得虎子！”

常伦岗成名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
全省提倡科学种田，普及四级农科网，全公社
29个大队家家建起农科队。作为农科站站
长的他，带头沉下身子，蹲点在曙光大队农科
队，带领他的团队和一帮半工半读高中班的学
生，探索良种提纯复壮技术，推广良法栽培，在
全面普及四级农科网工作中雄起一方，曙光农
科队成为江苏省基层农科网的一面旗帜。这
期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评为全
国农村科普工作先进个人，成为全省十名先进
代表之一，去北京参加全国农村科普工作先进
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1984年，他又被评
为江苏省劳动模范。他开心地说：“省长为我
颁发了劳模勋章哩”，说这话时，那国字脸上洋
溢着的是满满的自豪和幸福。

退休后，常伦岗办起了农技咨询门市部，
继续推广良种良法，为大包干后的农民种田
接诊把脉，许多农民和种田大户成了门市部

的常客，也成了他的好朋友。早上，他迎着朝
阳，走进农户田头，指导水稻育苗、西瓜育
苗。傍晚，他身披晚霞，带着插秧队的大嫂大
婶们胜利返回。一年四季，从春到冬，他整日
忙得不亦乐乎。

这不，不甘寂寞的他，又当起了“鸭司
令”。那是8年前，经潜心研究摸索，他成功地
实施稻鸭共作生产有机水稻，成为全市“稻鸭
共作”栽培有机水稻第一人。他利用鸭子在水
稻田里觅食，起到了除草、治虫、施肥的作用。

这期间，他也没有亏待这些劳苦功高的
“鸭工”，每天早晚各一次，为鸭子加“餐”。稻
田里不施化肥，不用农药、除草剂。稻子扬花
灌浆后，鸭子完成了“使命”后，被他“请”到自
家鸭舍。他尝试着对水稻进行补硒，产出了
富硒有机大米。他种的水稻全程有机栽培，
无污染，口感好，成为人们的馈赠佳品。

5年前，他做出了一个善举：春节前，把自
己生产的有机大米，一盒一盒真空包装好，登
门赠送给本组80岁以上老人，从当初的10多
人增加到去年的29人。五年来，他累计送出
敬老大米4980斤，折合现金近4万元。中国
江苏网、新华日报交汇点等多家媒体都曾经
报道过他的善举。

今年的鸭子早已经开始进稻田“上班”
了。“上班”了的鸭子近乎散养，长得飞快，偌
大的稻田是它们纵横畅游的“海洋”。

每当送“餐”时，你看“鸭司令”他：昂然挺
立田头，屏气凝神，鼓足腮帮，哨子一吹，鸭子
如战士听到冲锋的号令，纷纷从稻田的四面
八方，游向鸭棚，只听得田中水声“哗哗哗”，
秧苗如风吹般摇曳，鸭子从水中冲进鸭棚，瞄
准地上的小麦玉米“佳肴”啄个不停，抢得凶
的吃饱了，扇扇翅膀，摇摇摆摆跑到旁边，歇
会儿，没吃饱的还在埋头啄食，不一会儿，“大
部队”则游向稻田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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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照顾古稀患病夫妇
好邻居张士梅胜似亲人

退休农技员成了稻田“鸭司令”

常伦岗登门为80岁以上老人赠送有机大米。（资料图）

清晨，“鸭司令”常伦岗给鸭子喂食。

鸭子在稻田觅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