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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0 日上午，在郏县薛店镇
田湾村东的香瓜种植园区，大棚里
的瓜秧上结着一个个圆圆的香瓜，
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瓜香。在地头
的瓜摊前，购买香瓜的顾客络绎不
绝，来自平顶山市区的一位男士一
下子买了2000多元的香瓜。

卖香瓜的韩国娇、韩国娜是一
对43岁的双胞胎姐妹。姐妹俩一个
洗瓜，一个切瓜，热情地招呼着顾客
们品尝，灿烂的笑容一直挂在她们
的脸上。

批发瓜果鼓起腰包

2007年，韩国娇、韩国娜和家人
一起来到洛阳从事水果批发，由于
那里淡季时间太长，经营了3年后，
经亲戚介绍，她们辗转来到江苏省
无锡市瓜果批发市场。在亲戚的指
导下，她们从山东、甘肃、福建、海南
等地购进羊角蜜、绿宝、玉菇等30多
个甜瓜品种对外批发。她们每天凌
晨4点开始工作，一直忙碌到下午2
点才收工。为了节省开支，她们从
不嫌脏怕累，每次装车、卸车，都是
自己干。

“那时候没有板车，装车都靠肩
扛，想想过去，那可真叫累啊！”韩国
娇感慨地说。寒来暑往，她们在瓜
果批发市场一干就是7年。经过多
年的积累，她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返乡创业种植香瓜

多年在瓜果生意中摸爬滚打，
韩国娇、韩国娜心里有了新打算：瓜
果市场这么看好，何不自己也种植
香瓜呢？

2018 年冬季，姐妹俩发挥批发
瓜果的销售优势，回到娘家郏县薛
店镇田湾村，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流转土地 15 亩，投资 30 万元
建起了一座占地面积5亩的高标准
日光温室大棚，从山东引进玉菇、东
方蜜、博洋61甜瓜新品种和种植技
术，进行尝试性种植。

由于技术管理等多种因素，她
们在 2019 年春季基本上没有啥收
获。面对失利，她们没有气馁，总结
经验教训后，秋季又种上了香瓜。

经过精心管理，她们种植的玉菇系
列香瓜获得丰收，一季下来一座大
棚就收入80000多元。

去年春，正当姐妹俩准备大干
一场时，一场大风让她们损失了 10
多万元。面对意外灾害，她们擦干
了泪水，整修了温室大棚，从头再
来。她们种植了秋季香瓜后，又在
冬季种植了蒜苗，两季下来实现了
10多万元的纯收入。

香瓜成熟金银来

今年初，姐妹俩投资60万元，又
建起了两座占地5亩的高标准日光
温室大棚。今年春，她们把三座大
棚全部种上了玉菇系列香瓜。

在管理中，她们全部实现配套
水肥灌溉一体化，并采用绿色生态
化种植管理模式。她们种植的香瓜
全都采用“嫁接吊蔓立体栽培技
术”。“传统的瓜秧铺地生长模式，一
棵瓜秧最多也就结两三个好瓜，运
用这套立体吊挂种植技术，一棵瓜
秧能结五六个好瓜。”韩国娜介绍
说。

由于全程施用有机肥、科学控
制昼夜温差，她们种植的果瓜品相
圆整、色泽一致、糖度达到16以上，
咬一口唇齿留香。

5月19日上午，姐妹俩的香瓜种
植园区正式开园，前来购买香瓜的
顾客络绎不绝。“今年我们这三棚香
瓜，每个棚头茬瓜能采15000斤，就
目前销售情况来看，每棚收入8万元
不成问题。”韩国娜笑着说。

她们还在香瓜上套上模具，将
幸福美满、招财进宝等寓意好的词
语“印”在瓜身上，使其身价倍增，一
个就能卖30多元。

“今年风调雨顺，香瓜获得大丰
收。刚开园一天，在地头就售出了
300多箱香瓜。”韩国娜说，下一步
她们将成立香瓜种植专业合作社，
带领乡亲一起发展香瓜种植产业，
早日过上富裕美满的日子。

“薛店镇将紧抓产业发展不放
松，因地制宜，不断发掘、培育、发展
像田湾村香瓜种植这样的特色产
业，打造一村一品、一村多品，带领
广大群众走出一条产业转型、增收
致富、乡村振兴的路子。”薛店镇镇
长薛晓东说。

口本报记者 胡耀华

企业副总+公司股份+每月2
万元薪水，这对不少人来说是梦
寐以求的职位，但鲁山县瀼河乡
石佛寺村村民汪东伟硬是放弃
了这份工作，不但自主创业，还
把工厂从城市搬到农村老家。5
月 16日，记者赶赴石佛寺村，探
访了汪东伟的人生故事。

农民工变企业副总

汪东伟今年 41 岁，因为穷，
初中没上完便回了家，当了一名

“ 面 朝 黄 土 背 朝 天 ”的 农 民 。
2002年，随着外出打工热潮，汪
东伟离开家乡到广东省东莞市
一家电子厂工作。2005年，随着
电子厂效益下滑，他到汕头市一
家内衣厂做了一名普工。

普工待遇低，活儿还累，没
干多久，汪东伟开始学习技术，
因为有了技术才能到一线工作，
一线工资待遇好。就这样，他很
快掌握了裁床、缝车、平车、仁车
等技术。2017年，他还当上了公
司裁床主管。

裁床就是裁剪，重点掌握产
品尺寸大小，也是服装业一道重
要工序。

2008年 11月，距离汪东伟所
在公司约 10公里处的一家新建
的内衣厂老板相中了他，聘他到
该公司任副总经理，待遇每月1.5
万元，同时去的还有汪东伟的妻
子杨金奎，任职该公司设计师，
每月薪水2万元。汪东伟欣然应
允。

从普通农民工到副总经理，
汪东伟在兴奋的同时感到更多
的是责任。凭借自己的经验和
多年积累的人脉，公司在汪东伟
的努力下发展很快。

3万多元的月薪对一对农村
夫妇来说已经很成功了，但这并
不能让汪东伟满足。

“我一直觉得，工资再高、待
遇再好，终究还是打工的，不如
自己创业。”汪东伟决定在人生
的路上赌一把。

创业路上喜忧参半

得知汪东伟要辞职，公司领
导多次劝他留下来，并答应每月
工资涨至2万元，另给其20%的
公司股份。

“那时候也动过心，劝他不
要离开，但他根本不听。”杨金奎
笑着说，后来想想，丈夫的想法
不是没道理，趁着年轻，应该闯
一闯。2011年底，杨金奎和丈夫
离开了这家公司，于2012年在汕
头市租房建起了自己的内衣厂，
踏上了创业之路。

创业，说着容易做着难。
“以前跟着别人干，没想着

有多难，真正成了老板，才知道
不易，所有问题包括工人的吃喝
拉撒全得考虑。”汪东伟说。

虽属初次办厂，但汪东伟生

意很好，其中，2013年至2014年，
最多时用工 200 多人，年产值
3000多万元。

可天有不测风云，汪东伟遭
到了意外打击。

“2015 年，受俄罗斯经济危
机影响，当年亏损500多万元。”
汪东伟说，之前他一直给俄罗斯
供货，突然没了订单，产品堆得
跟小山似的。而产品一旦没了
销路，再好的东西也会成为废
品。幸运的是，正当他不知所措
时，一个数年前认识的广州客商
向他伸出了援手，使濒临倒闭的
公司起死回生。

“真的很感谢他，在最困难
时拉了我一把。”汪东伟说，也是
在这位客商建议下，他开始转
型，不再靠单一的外贸渠道，尝
试向电商发展。

可好景不长，汪东伟再次遭
遇危机。

“这次因为盲目打造品牌，
损失很大。”汪东伟说，一直以来
他都是用别人的 LOGO，为了拥
有自己的品牌，2017年底自己注
册了商标，结果遭遇市场冷淡，
赔得一塌糊涂。“不过，以后还要
打造自己的品牌，设计出自己独
有的产品。”汪东伟信心满满。

返乡带领村民致富

2018 年，随着返乡创业流
行，汪东伟打算将工厂搬回老
家，这样一来便于照看父母，二
来能带动家乡村民一起致富，再
说农村劳动力成本低，场地租金
也低。

汪东伟的想法得到了当地
政府的支持。2018年 4月，他将
位于汕头市的32台加工设备运
回老家，试着办了个小厂，当年
营业额达到了近百万元。

“当时我还替他捏把汗，在
城市干得好好的，非要到农村发
展。”汪东伟的初中同学王哪托
说，汪东伟从小就有股拼劲儿，
做事认真、果断。

2019年 10月，汪东伟把在汕
头的所有设备全运了回来，先后
建了两座厂，工人也由当初的20
多人扩大到了现在的70多人。

“在这里干活很好，离家近，
也不累，中午还管饭。”正在加工
车间干活的石佛寺村村民陈阿
丽说，她在那里平均每月都有
3000多元收入。

“丁零零……”汪东伟电话响
了。

电话是广东省一名客户打来
的，需要一批产品，但眼下尚无存货。

“回头打算与村委会合作，
建个大一点儿的厂，我负责销
售，村里负责管理。”汪东伟说，
他们村经济条件不好，他想通过
自己的努力让村里增加收入。

“他不但自己实现了创业
梦，也让不少村民不出家门有钱
挣，在脱贫攻坚帮扶工作上功不
可没。”石佛寺村党支部书记陈
五欣说。

鲁山农民放弃
城市高管返乡办厂

返乡种香瓜
双胞胎姐妹打开致富门

韩国娇（左）、韩国娜（右）姐妹俩在采摘香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