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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务工27年，从一名

打工仔到挣下身家数千

万，张立贵又回到山

东省菏泽市鄄城县

阎什镇申魏庄村

务农了。

“ 一 开

始，家里人

都 不 同 意

我回农村

种地 。”8

月4日，鄄

城县燕军

果蔬种植

专 业 合 作

社理事长张

立贵告诉记

者，他回乡承

包林地后，也发

现“种地确实不简

单”。但从失败到成

功，他已摸索出一套

“种地经”，并且渐入佳境。

让张立贵回家务农的念头，

缘于他从小玩到大的伙计刘钦祥。

多年前，申魏庄村党支部书记刘钦祥向他提议：

“村里有几百亩地想对外承包，现在政策也好，回老家

吧，领着大家一起干。”

回家种地？张立贵也犹豫过，但他分析发现，在乡

村振兴大背景下，农业大有可为。2018年，他把在青岛

的装饰材料生产和装修业务等分别交给了妻子和儿女

打理，自己回乡承包了64亩林地种植丹参。

家人都不理解。“在青岛发展挺好的，我们当时都极

力反对他回家去种地，他却坚持要去。”妻子李春华说，

“我说那你就去吧，你肯定是笑着走，哭着回来。”

种地第一年，还真让人哭笑不得。“由于不懂技术，

地里野草疯长，就是不长丹参。”张立贵告诉记者，他最

终就放弃了丹参，补种玉米。但玉米种得太晚，到了收

获季也没结出籽粒。

“种丹参赔了28万元。”张立贵说，当时到处卖玉米

秸杆也没人要，最后他找了一家养殖场免费送秸杆，换

回一堆牛粪。

“一年的收成，换了一大堆牛粪。”张立贵笑道，“不

过也算歪打正着，这片地多年没上过有机肥，牛粪经发

酵后上到地里，第二年长的庄稼还真挺好。”

为了“不让一块石头绊倒两次”，张立贵开始到处学

习农业技术，除了向同行学习，他还积极参加政府举办

的高素质农民培训班等，成长为一名掌握农业技术知识

的“新农人”。如今，他办公室的一个书架上摆满了结业

证书和荣誉证书。

2019年，张立贵开始在地里种地瓜，他由此掘到了

务农以来的“第一桶金”。“这里是沙质土壤，长出的地瓜

特别好吃，糖分高，表面光滑，没有筋。”张立贵告诉记

者，好东西不愁卖，一线城市对优质农产品有需求，价格

也高。

地瓜产业迅速红火起来，张立贵成立了合作社，发

展地瓜育苗，带动周边农户一起栽培。截至目前，他带

动地瓜种植面积达到2000亩，农户种出的地瓜由合

作社统一回购储藏销售，年产值达1400多万元。

当地不少农民由此走上了致富路。地瓜种植户张书聚种了200

多亩，他说：“我一亩地能收入六七千块钱，很好。”王二喜跟着张立

贵种地瓜3年了，第一年种了50多亩，今年种了300亩，他没想到

“种地瓜也能致富”。

这几年，村集体收入也出现了大幅增长。刘钦祥说：“立贵

的贡献很大，每年仅土地租金和保鲜库租金，就让村集体增收

45万元。”

如今，张立贵自己承包的林地面积达600亩，除了栽培优

质地瓜品种，他还在林下种植西洋参、薄荷等中药材，并与专

家合作打造了“糯玉米+花生”复合带状种植基地。

务农5年多，张立贵的“种地经”越念越活，他打算让妻子

也回来跟他“务农”。

（据《农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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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瓜种植技术含量低、投资风险

小、周期短、用处广，丝瓜络可以做中药，

还能做成布鞋、高级浴具等上百种天然

环保生活用品，市场前景很好，可以大规

模推广。”

昔日被认为是废弃物的丝瓜络，如今

让丝瓜成为当地农民致富的“黄金瓜”。8

月2日，河南省商城县余集镇21个村的党

支部书记围坐在一起，就丝瓜络产业发展

进行交流探讨，现场气氛热烈。

走进余集镇皮冲村百亩丝瓜种植基

地，只见连片的丝瓜棚架上挂满了一根根

翠绿的丝瓜，丰收在即。村民们正在棚里

忙碌，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今年预计可采摘销售丝瓜1.6万余

条，增加收入4万元左右，明年打算再扩大

种植面积。”皮冲村脱贫户田成双夫妇一大

早就来到种植基地忙活，望着自家10余亩

丝瓜长势喜人，高兴地算了一笔账。

近年来，余集镇把产业发展作为乡村

振兴的重要抓手，大力培育特色产业，流

转闲置荒坡地，打造了百亩丝瓜络共富产

业项目，通过“公司+基地+村集体+农户”

的生产模式，带动周边富余劳动力就业、

增收致富。目前全镇丝瓜种植面积500

余亩，每亩收益达2000元，年产值达100

多万元。

“现在种植丝瓜根本不愁卖，商城县

原耕公司跟我们签订了保底回收合同，大

的5元一条，小的3元一条。”皮冲村村民

余良成说，他今年拿出家里的5亩地种上

了丝瓜，预计可采摘8000余条。

“我们采取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带头发

展的方式，免费提供丝瓜苗和技术指导，

保价收购，激发了农户种植积极性，仅皮

冲村这一处种植基地就可以带动160余

名群众就业。”皮冲村党支部书记田贤如

介绍。 （尹小剑 李振阳）

“这批出栏400只肉兔，按每公斤16元

卖给城里一家食品加工厂，销售额1.4万多

元。”近日，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大杨镇刘匠

村大朋家庭农场负责人刘大朋告诉笔者，他

和爱人孙梦迪共同创办的养兔场，目前存栏

量2000多只，今年已销售了5批，产值8万

元以上，呈现出产销两旺的好势头。

2021年，刘大朋毕业于滁州职业技术

学院绿色食品生产与检验专业。2022年

春，他和大学同学孙梦迪喜结良缘。婚后

小夫妻俩紧锣密鼓地考察市场，了解到养

兔产业具有养殖周期短、市场前景好的特

点，便选择肉兔养殖作为创业方向。

选择舍址、规划兔场、购买建材、建筑

兔舍、引进品种……经过夫妻俩的不懈努

力，2022年11月，崭新的兔舍在荒废

的宅基地上落成。不久，从淮北市引

进的200只小白兔在此安家落户。

“虽说第一批出栏的肉兔数

量不多，获利不大，但还是让我

们看到了希望。”刘大朋说，“从

目前养殖情况看，预计年出栏

商品兔可达 1.5 万只，年收入

30多万元。”

“我们打算申请一笔大学生

创业贷款，扩大养殖规模。现在

正在建设一个兔舍，完工后计划养

殖一些利润更高的品种兔，把养殖场

办得更好。”谈起下一步规划，刘大朋信

心满满。 （王震）

眼下正是黄花菜收获的季节。连日来，甘

肃省庆阳市西峰区黄花菜种植户抢抓晴好天

气，忙着采摘、烘蒸、晾晒。

黄花菜学名萱草，又名忘忧草，是一

种多年生草本植物，种植一次可连续采

摘 10 年左右。

“黄花菜要赶在开花前摘完。这几天，我

们早上5点就来采摘，到11点左右结束，每天

能摘80斤左右，每斤能挣1.2-1.5元钱。”东坪

村村民周巧会说，自从合作社成立后，她便在

这里务工，每年都有几千元的稳定收入。

据了解，2014年，东坪村村民索银祥成立

庆阳天佑祥黄花菜药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流转土地连片栽植黄花菜，并建设晾晒场地，

购买蒸汽锅炉，将鲜花加工成干花后，销往湖

南、广东、广西等地。近几年，在雨水充沛的情

况下，每亩黄花菜收入最高可达 8000元左

右。同时，合作社还为周边群众带来务工收入

30多万元。

“我们从7月4日开始组织工人进行采摘、

晾晒，每天用工量达到40多人，每人每天的收

入可达100元至150元。”索银祥介绍，合作社

种植黄花菜78亩，从目前长势看，今年预计亩

产干花300斤左右，收入在5000元左右。

目前，西峰区共种植黄花菜5400余亩，今

年从7月陆续进入采摘期，预计采摘将持续40

天左右。

（据央广网）

丝瓜络迎来致富新丝瓜络迎来致富新““丝丝””路路

忘忧草变身忘忧草变身““致富宝致富宝””

回乡创业回乡创业，，闯出一条养兔致富路闯出一条养兔致富路
张立贵承包的林地张立贵承包的林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