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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红红火火，农民们的
钱袋子也开始鼓了起来，开始琢磨
着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此时，田
宜生也调到了七里供销社（图 6），继

续为农民们过上好日子忙碌着。
“那时候农村的供销社就是一个综合商场，有关

衣、食、住、行、用的东西，供销社里都有得卖。同时，我
们还比城里商场的经营范围广，因为我们还要销售种
子、化肥、薄膜、农具等涉农物资。但到了上世纪80年
代中后期，这些就不够了，一些农民家里开始添置小家
电、缝纫机、手表以及洗衣机和电视机等大件了。农民
攒点钱不容易啊，买个电器都是全家上阵，要来看好多
次，价格、质量、牌子都要一一问遍。开始时是凭票供
应，我们专门跟上海申花洗衣机厂挂了钩，派人定时联
系他们，一有计划就给我们。”田宜生说，那时候农民大
采购一年也就一次，每次都是过年前，直到现在，每到
过年他还会想起当年供销社里购物的农民们脸上喜气
洋洋的表情，“那叫一个幸福和满足”。

慢慢的，随着经济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建设，农民的
生活越来越好，收入越来越高，到城里购
物成了农家人的

平常事。供销社在农民生活中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
作为集体资产的供销社该如何保值、增值呢？

“1990年时，我是七里供销社业务科科长，那时候
供销社还很红火，但我的老领导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
题了，他说，我们供销社应该办个工厂。我因为以前一
直搞乡镇工业，就建议办个绝缘材料厂。但老领导说，
以后人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不如办个麻油厂——它
就是现在镇江市非常有名的金莲麻油厂。”田宜生一直
记得他带着同事们推荐金莲麻油的情景，“我们先是在
镇江一家家企业和商业跑，后来又从南京到成都，一
个城市一个城市跑，抓住机会又参加了江苏省农产品
展销……我记得，我 40岁生日的前一天还在安徽满
世界跑……后来，我们的产品终于打进了苏果超市
的销售渠道。两年后，我们的产值就达到了两三百
万（图7），现在已经上千万了。”

说起与共和国同龄，田宜生觉得很骄傲：“这
70年我虽然没有什么光辉事迹，但我确确实实是
个有用的人，我为祖国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
献。”

田宜生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我父亲在即将解放
时去世了，因为脑膜炎误诊。我是遗腹子，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我，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现在的幸福生活，
这句话是一点也没错的。别的不说，就说我读书上学
吧，小学一年级起我的学费就全免了，上高中后，我每
月还有 5元助学金。”田宜生说，正因为如此，他从小
就立志报效祖国，而参军是他年少时的梦想。

田宜生的参军梦一开始并没有如愿，因为他是独
子，不符合当时应征入伍的政策。“可我那时候太想参
军了，文革后我成了回乡知青，当时乡里想让我去当
教师，我没同意，就是一心一意想参军。看到我连续
三年报名参军，大队书记也很感动，就对我说，‘要不，
你先处个对象，定了亲，你的寡母有人照料了，我们就
同意你去’。”说到这里，田宜生说，他要感谢老伴丁树
英，因为丁树英不仅在他参军时为他照顾家中的老母
亲，更是在他后来到地方工作时全心全意地支持他，

“我的军功章里绝对有她的一半”。
22岁那年，田宜生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解放

军战士（图 3）。在部队的近四年里，他当上了副班
长，培养了团队精神，坚定了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信
念。“我在部队时年年打入党申请，可惜的是，一直到
1974年退伍也没能入党。但是我没有气馁，到了地
方后，我认认真真工作，努力学习，提高业务水平和政
治素养，终于在1980年入了党。后来，我一直以当一
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来要求自己。无论在哪个岗位上，
我都踏踏实实工作，并且越干越带劲。”

为什么越干越带劲？田宜生的回答很朴素：他回
到地方后，一直在乡镇工作，服务的是农村、农民、农
业，而他真真实实地看到，自己的工作在推动农业发
展，推动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水平生活上有着实实在
在的作用，这当然让他觉得有使不完的劲。

田宜生退伍后在基层乡办工厂干了三年，1978
年，被当时的七里甸乡政府调到了乡工业办公室搞统
计（图4）。“那时改革开放开始了，到处焕发起新的活
力，我先被集中培训了 40 天，然后就正式上岗
了。……七里甸乡的工业在全市很有名，有近百家，
但是这些村企的会计大多只有小学文化，让他们做报
表弄数据基本是不可能的。我就天天骑自行车赶过
去，手把手教他们。不少人这个月会了，下个月又不
会了，我也不嫌烦，下个月继续教。”田宜生说，他知
道，那些报表和数据会成为润州区、镇江市经济发展
的数字参考，“那时候，我们七里甸的工业报表常常受
到上面的表扬。我就希望我们的数据能让上级看了，
对基层发展有更详细的了解，然后能更好地制定政
策，继续推动我们基层的经济快速发展。”

不久，田宜生被任命为七里甸乡镇工业公司经
理。那时候已经是上世纪 80年代了，大力发展乡镇
工业成为一股热潮，全社会都在广泛招商引资。田宜
生也满腔热情地投入了招商引资工作中（图5）。

他至今记得自己引进的第一个项目是七里甸无
纺布厂：

“在引进这个项目前，我根本不知道无纺布是干
什么用的，为了引进这个项目我做了大量工作，知道
它用于护堤、护坝，市场十分广阔。”

“当时我们乡下面的一泉村有个人在常州一家工
厂当负责人，他们厂有外销任务，在外销过程中他知
道了这个消息。他很关心家乡，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
我们。我们为了谈成这个项目特意去了上海，还找了
一个纺织专业的翻译，最终花150万美元从日本引进
了这个项目。”

“项目一投产就达到了几百万元的年产值，在当
时的润州区都是排得上号的。”

田宜生说，那时候乡镇企业就是乡镇的下属企
业，乡镇搞的一些基础建设，以及为农民谋的一些福
利，比如修路、装路灯、搞水利、给五保老人发放小福
利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得到了这些乡镇企业的支持，

“可以说，大力支持了基层的民生工程”。因此，他忙
得十分带劲。“另外，乡镇企业还解决了很多农村青壮
年的就业问题，那时候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农村小青年
找对象很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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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小区这个幼儿园的用
房，就是原来我们街道供销社的资
产，这是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的好方
法。”站在自家回迁房的窗口向外
看，田宜生（图1）指着远处的小区
幼儿园（图2）说出了这番话。说话
时他的眼睛很亮，里面满是希望，
虽然窗外的风景已不是当年的样
子，但在这个70岁农村老党员的
眼睛里，他的家乡一直是一片希望
的田野，“我现在所在的退休党员
支部是镇江高新区蒋乔街道七里
社区，以前属于镇江市润州区七里
甸街道，从这个区划的调整上可以
看出，我的家乡随着镇江的城市建
设和经济发展，从郊区农村变成了
高新技术发展的集聚区
……而我也很幸运，我
在工作的时候一直
参与着家乡农村的
建设和发展，在退休
后还能看到它继续
更快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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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一直是
一片希望的田野 文/沙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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