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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辉 文/图

高新区遵化店镇张庄村北果园内，黑
李果实饱满，西梅挂满枝头，还有一串串被
裹得严严实实的葡萄……这个占地192亩
的果园，就是张庄村党支部书记张晓朋创
建的种植合作社。

7月21日上午，张晓朋利用带领村民
在果园里除草的间隙，仔细察看李子与西
梅的生长情况，估算着它们的成熟日期。

改善村貌 筹建果园

今年43岁的张晓朋17岁高中未毕业
就南下广州打工，当过保安、工人及车间
主任，当车间主任时，他的月薪达到 800
元，是普通工人的两倍，即便如此，张晓朋
却“总想自己干点啥，不想再打工了”。
1999年初，他经工友介绍来到安阳市一家
燃气公司下属的一个燃气中转站打工，继
而承包经营燃气中转站，赚到了人生的第
一桶金。

前几年回乡，张晓朋看到村里一下雨
就道路泥泞，粪坑随处可见，柴火垛胡乱
堆放，就产生了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想
法。2014 年，他回村成功竞选村委会主
任，后来又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兼任村
委会主任。其间，他与村里几位村民共同
筹资200万元在村里修建了水泥路、乡音
大舞台、小游园等。

“村里环境是改善了，但后期维护需要
花钱，而村里没有钱，因此必须发展经济。”
张晓朋说，2017年 10月，他带头流转张庄
村66户村民共计192亩土地筹建果园，发
展林果经济。

不辞辛苦 引进果苗

同年11月，张晓朋和村民王深洋乘坐
大巴车抵达山东烟台农科院采购大樱桃果
苗。当天晚上，烟台突降大雪，气温骤降，
而他们两人都仅穿了羊毛衫和外套，可是
为了抢到紧俏的果苗，两人顾不上购买棉
衣，顶风冒雪来到烟台农科院。最终，他们
买到了果苗，但感冒发烧数日。

随后不久，张晓朋得知陕西杨凌区培
育的西梅果苗也很抢手，但不知道它的果
子到底是什么味道。为此，他三赴洛阳郊
区一个果园考察西梅。头一次去，果子不
熟；二次去，只尝到一个品种；直到第三次，
他才尝到另外一个西梅品种。“果树好买，
但它的果子到底好吃不好吃只有亲自尝一
尝才知道。不然花钱买回一堆果苗，种了
几年果子难吃，就得不偿失了。”确定之
后，张晓朋才又到陕西杨凌区引进了西梅
果苗。

最终，张晓朋带领村民在果园里种下
了大樱桃、西梅、蟠桃、葡萄等十几个品种
约20000棵果苗。

果园丰收 促进增收

2018年，张晓朋在果园里套种了数十
亩西瓜和花菜。当年，仅西瓜和花菜的销
售收入就有30多万元。

然而2019年，一场连阴雨导致瓜秧生
病，西瓜全军覆没。幸运的是，果园还有其
他数个品种，蟠桃、花菜等收入颇丰。

张庄村村民张相印把自己家的五亩
土地流转给张晓朋，一年可得6000 元租
金。平日里，张相印还经常到果园打工，

一天工资100元，平均每月可收入2000元
左右。

村民王荣勤一家六口人，流转六亩土
地给张晓朋，她和丈夫双双在果园打工。
王荣勤说：“把地交给支书（张晓朋）省心
了，以前种一亩地，除去种子等支出，一年
最多收入1000块钱，现在地交给果园了，
自己想干啥就干啥。”

7月21日上午，张晓朋高兴地说：“今
年蟠桃和桑葚已经收入十几万元了，下个
月葡萄、李子等几个果品也到了采摘期。

总体来说，今年的收入会创新高，今后肯定
一年会比一年好。”

他说，未来，种植合作社计划分三步
走：一是示范带头作用，即用自身建果园
带来的经济效益带动其他村民发展林果
经济；二是吸收村民加入合作社，入股分
红；三是将全村所有闲置土地全部用来发
展林果经济，建果品冷库，搞果品深加工，
打造休闲采摘、餐饮服务一体化发展格
局，从而达到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与村民
增收的目标。

□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图

7月21日，鲁山县董周乡焦庄村，一眼
望不到头的葡萄园内，一串串葡萄挂满枝
头，红的、紫的，晶莹剔透，摘一颗放在嘴
里，笑在脸上，甜在心头。

“今年收成还行。”望着眼前的丰收景
象，35岁的许跃东高兴得合不拢嘴。

说话间许跃东手机响了。“张老板，是
您啊。对，已经成熟了……”

打电话的是内蒙古一位客商，询问葡

萄成熟情况。自2017年以来，这位客商每
年都要来运走几车。另外还有江苏、山东
等地的客商，一到葡萄成熟时都争相订购，
许跃东从没为销售犯过愁。

返乡创业建果园

许跃东家在梁洼镇郎坟村，儿时家庭
贫困，他从小便下决心考大学，要用知识改
变自己的命运。2008年，自南昌大学毕业
后，许跃东到郑州一家企业打工，一干就是
5年。其间，虽然工资年年上涨，可他还是

不甘心，创业的火苗一直在心中燃烧。
鲁山县有着悠久的葡萄种植史，特别

是近年来，葡萄种植成为不少人发家致富
的首选项目。许跃东决定返乡创业，成立
家庭农场，专门种植葡萄。

许跃东的想法遭到了父母的反对，他
们认为，辛辛苦苦供孩子上学多年，希望
孩子毕业后能在城里有份体面工作。不
少亲朋也表示不理解，说他不争气，白上
几年大学。

许跃东把这些话当成了“小插曲”，他
坚信，只有大胆走下去，才可看到不一样的
风景。之后，在董周乡焦庄村一位同学的
帮助下，许跃东在该村一次性流转30亩土
地，注册成立了鑫丰家庭农场。

困难面前不言弃

“非常感谢父母态度的转变和支持，不
是他们，我不可能有今天。”许跃东说，种葡
萄是个技术活儿，他在学校学的是营销专
业，一切都要扑下身子重新学。

为掌握技术，许跃东一边请教葡萄种
植专家，一边上网查阅相关资料。2015年，
在他的精心管理下，葡萄获得丰收并畅销。

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许跃东的父
母更支持儿子了，他们主动从梁洼搬到焦
庄村，成了农场最“忠实”的工人。

创业路上，几乎每个创业者都会遇到
困难，许跃东也不例外。2016年，葡萄出现
严重病害。“起初不太注意，等重视时已经
晚了，袋里的葡萄全坏了。”许跃东说，那年
他一下子损失10余万元。

但许跃东没有气馁，在省农科院专

家的帮助下，他找到了葡萄发生病害的原
因——种植密度过大，加之雨水多，通风
不佳。

创新理念增效益

为了保证产品质量，许跃东坚持疏果，
原本一亩可产5000 公斤果实，他限制到
3500公斤；为增加口感，他不怕麻烦，坚持
以牛羊粪为主施肥。最终，他的葡萄长势
喜人、质量上乘，深受客户欢迎，找他订购
葡萄的客户络绎不绝。

“他家的葡萄个头儿大，口感好。”家住
市区的刘女士说，自2017年以来，她们超
市卖的葡萄几乎全是许跃东家的。

许跃东不仅种葡萄，还成了“经纪人”，
只要有客户来，要啥品种，他就帮助联系啥
品种。

也是在许跃东的带动下，周围不少村
民加入了葡萄种植行列。“真的很感谢他，
不仅给我们提供技术指导，还帮我们拉客
户、销售产品。”提起许跃东，距鑫丰家庭
农场不远的另外两家葡萄园主人范存锋
和范鹏举言语中都是感谢。

由于葡萄园用工量大，村上一些闲散
劳力也有了去处。“一天80元，也不太累，
不用出远门，还能顺便照看家里。”村民张
正印高兴地说，现在村上葡萄园已发展到
了十几家，家家需要劳动力，他不出家门便
有钱挣。

“质量和信誉是企业的生命，所以，下
一步我打算继续优化果园，种出更好的品
种。”许跃东说，自己是农民出身，就想在广
阔天地上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

许跃东：种下串串葡萄 实现甜甜梦想

张晓朋：成立种植合作社 带领村民奔小康

张晓朋在果园

许跃东和母亲摘葡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