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邢晓蕊 文/图

整理草坪、修缮沟渠、修剪桃树……一
钻进农场，丁喜庆就忙个不停。“最近雨水
多，桃树疯长，不抓紧时间修剪的话，就影
响明年的收成了。”他拿着剪刀边干边说。

7月19日上午，当蒙蒙细雨变成暴雨，
丁喜庆才拿着工具慌慌张张地跑回屋子。

“我很喜欢田园生活，一进地里，就不想出
来。”他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说。

丁喜庆今年34岁，是湛河区河滨街道
潘庄村人，开办了一个颇受游客欢迎的哈
哈农场。他种的水蜜桃今年喜获丰收，很
快就被游客采摘一空。作为湛河区河滨街
道的青年致富带头人，丁喜庆又探索起鱼
菜共生的新型种植养殖方式，开启了新的

“折腾”模式。

心中装着果园梦
返乡创业当农民

丁喜庆瘦高的身材，自带书生气，却十
分喜欢干农活。“一干活就忘了时间，有时
候连中午饭都隔过去。”他呵呵直笑。

2004年，丁喜庆中专毕业后，到江苏
无锡、苏州等地学习古建筑设计，工资待遇
优厚。2009年，丁喜庆回乡创业，做起了
建材生意，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他本
可以像很多同龄人一样，在城市购房、安
家。可是有乡土情结的他决定回家种田，
过梦想中的田园生活。

做建材生意时，丁喜庆就开始看种植
管理方面的书籍，还前往北京绿山谷、山东
寿光等地学习农业种植技术。2015年秋
季，丁喜庆说服父母，回家务农。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回归田
园，每天干着又累又脏的农活，丁喜庆的心

情却十分畅快。“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希
望有一个自己的果园和鱼塘。”他丝毫不在
意别人的看法，先期种植了6亩水蜜桃，毫
不犹豫地朝着梦想出发了。

开办哈哈农场
乐享田园生活

丁喜庆和父母从来没种过果树，毫无
经验，一切全靠摸索。他每天花费大量时
间看书、上网学习等，还加了好几个果树交
流种植群，一点点学习果树种植技术，然后
付诸实践。

他多次赴山东等地的农业科技园，跟
着当地老农学习果树栽培技术。他种植水
蜜桃，采用宽行密植，与很多村民传统的种
植方法截然不同。“这是一种桃树速生丰产
的栽培方式。”他爱好学习，不懈探索，每天
在果园里挥汗如雨，却乐此不疲。

“寿光的蔬菜大棚里种出了像树一样
的蔬菜，产量惊人。光一棵西红柿就能
结。6000斤（1斤＝500克）果实，让人想都
想不到。”通过参观学习，丁喜庆眼界大开，
也渐渐明确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决心开办
一个集休闲、观光、娱乐于一体化的农场，
让更多人感受田园生活的美好。

紧接着，他又承包了6亩土地种植苹
果、梨、葡萄、蓝莓、猕猴桃等果树，建起了
哈哈农场。他亲手设计园区景观，用竹子
制作园门，别有田园风韵。今年春节过后，
他在农场建起了四间特色茶艺茅屋。

盖茅屋用的茅草是丁喜庆和父亲在沙
河边割的，整整割了25天。当时正是最冷
的时候，他每天都累得满身是汗，棉袄都脱
了。身体疲惫加上受凉，他发起高烧，生了
一场病。

草割回来了，可村里没一个人会苫草

房，丁喜庆只好自己爬上屋顶一点点做。
草屋盖好后，他心里美透了，付出的所有辛
苦也都变成了甜蜜。紧接着，他植草种树，
分区种植蔬菜瓜果，使农场越变越美。

今年，水蜜桃首次结果，很快被游客们
采摘一空。很多市民带着孩子，乐而忘
返。看着大人、孩子欢喜的笑脸，丁喜庆又
有了新的想法和新的梦想。

建造亲子农场
把村庄变成观光园区

丁喜庆的农场里，有一条没膝深的沟
渠，弯弯曲曲，环绕着果树和瓜田。这是他

正在实施的鱼菜共生高效农田种植项目。
“过段时间，把沟渠整修好了，就可以

养鱼了。”丁喜庆说，鱼菜共生是一种新型
的复合耕作体系，把鱼养在沟渠里，一来可
以给果树补水，另外也具有观赏性。

丁喜庆的农场花果飘香，景色宜人，潘
庄村妇女主任刘双琴啧啧称赞：“喜庆能吃
苦、有想法，是俺村年轻人的榜样。”

丁喜庆说，下一步他准备再承包 150
亩地建亲子生态农业园，并在园区内规划
了儿童户外拓展、垂钓露营、果木认领、菜
园租赁、亲子采摘、科普教育等项目，通过
发展休闲农业，让潘庄村成为市民新的观
光休闲点，带动全村人共同致富。

丁喜庆在农场果园中修剪桃枝

□本报记者 牛超/文 彭程/图

7月 17日上午，湛河区湖滨街道陶寨
村，6座白色塑料大棚在绿油油的果树中
分外显眼。大棚内，张新惠与工人一起，将
发酵后的羊粪撒在地里，然后覆膜，给土地
做“保养”。

“大棚里种的主要是草莓，前段时间刚
刚罢园，现在上上肥，9月份就要种其他东
西了。”张新惠说。

致富路上越挫越勇

38岁的张新惠是陶寨村人。2010年
前，她一直在家当全职太太。2014年前后，
不甘平庸的她与丈夫商量，筹钱买了两辆
车跑出租。因为不了解市场，自己也不会
开车，干了两年后，她赔钱把车转了出去。

出师不利，张新惠很是懊恼了一阵子，
但并没有因此偃旗息鼓。2016年，她经过
考察，买了两辆德龙半挂车，往返周口、许

昌、南阳等地跑运输，生意一度也很红火。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环保原因，不少煤厂、
砂厂相继关停，货源减少，运输生意开始走
下坡路。张新惠无奈转让车辆退出。算算
账，不仅没有挣到钱，反而赔了不少。

二次失利，张新惠的创业计划一度搁
浅。她认真总结经验，深入研究国家大力
发展农业经济的大政方针后，决定创办生
态产业高端果园。

支援一线抗疫人员

2019年春节过后，张新惠开始筹办建
果园一事。当年6月，她流转了村里30亩
土地，建起了6座塑料大棚种植草莓，还种
下无花果、车厘子、冬桃、蟠桃、桑葚等果
树，树下还套种了青菜。

修枝、锄草……每一项工作张新惠都
亲力亲为。今年春节，她种的草莓大获丰
收，个大汁甜，初上市供不应求。也就在这
时，新冠疫情暴发。村干部、街道办事处工
作人员和党员志愿者纷纷加入抗疫一线，
社区消杀、宣传防疫、没日没夜在卡点值
班。张新惠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她将每天
摘下的新鲜草莓送到九里山街道办事处、
轻工路街道办事处、南环路街道办事处，慰
问防疫一线工作人员，还将地里套种的8
亩菠菜和3亩香菜也全部捐了出去，总价
值5万余元。

“那段时间，我们天天能吃上她送的新
鲜草莓，她还给我们送了不少菜。”南环路
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张丽莎说。

“看到大家团结一致抗疫，真的很让人
感动。作为大家庭的一员，我为防疫出点
力也是应该的。”张新惠说，钱都是身外之
物，没了可以再挣，根本不值得一提。

果园初具规模

“新惠要租地时，我还有顾虑。”今年
50多岁的田娥说，“孩子们在外面打工，村
里地少，人均只有五六分。虽说种地辛苦，
但不用为吃的发愁。如果地给了别人，我
们靠啥生活？”

很快，田娥的顾虑被打消了。土地流
转给张新惠每年有租金不说，她还在张新
惠的果园里干活，每月工资1500元。“这可
比我种麦、种玉米强多了。”田娥说。

如今，张新惠的果园已经初具规模。
桃树、无花果、车厘子等果树枝繁叶茂，树
下套种的花生长势良好，果园内还放养了
几百只鸡、鸭、鹅。

张新惠说，果园采用了水肥一体化灌
溉模式，借助压力系统将配兑成的肥液与
灌溉水一起通过管道和滴头形成滴灌，均
匀、定时、定量浸润作物根系发育生长区
域。

“现在不是讲绿色养殖吗，这些鸡呀鸭
呀鹅呀都在地里觅食，算是一个尝试。我
就想积累些养殖经验，准备再流转几十亩
扩大一下种植规模，打造集采摘、玩乐一体
的高端果园。”张新惠说，明年，这些冬桃、
蟠桃、无花果、车厘子等果树将相继挂果，
基本能保证季季有新鲜水果上市。

张新惠：从全职太太到农业带头人

丁喜庆：在农场中挥洒青春

张新惠在果园里清理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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