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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我的故事

□本报记者 尹家祥 文/图

我今年65岁了，还在干着老本
行——给路铺油，目前正在叶舞高
速叶县服务区铺沥青，干活的这群
人里，有的跟了我几十年。

我当过小学校长，做过小生意，
修路架桥干了大半辈子，供养了两
个大学生，儿女们都很孝顺，日子过
得自在，我很满足。

当过校长做过买卖

1975年，我高中毕业，在观上村
小学教书，还当了校长。1980年，我
结婚了，大儿子出生后，感觉日子过
得紧巴巴的。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
我心里，我决心下海闯荡。

从学校辞职后，我在村里的生
产组做会计，时不时到父亲的副业
队帮忙，在工地上学会了修路的各
种活儿。之后，我还做起了小生
意，骑上自行车，车后挂俩篓，带上
一杆秤，走村串巷收鸡子、卖鸡蛋、
卖菜，一天能挣七八块。每年秋季
种完麦到第二年开春，我去村里收
购花生，春节前的几个月卤制熟食
拿去卖，也能挣个千把块。

铺路修桥老当益壮

1995年，我接父亲的班带领副
业队。在市公路局开展的多项铺路
工程中，我带着伙计们挣工钱，大伙
儿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从开始到现在，我带的队伍多
的时候有百十人，少的时候也有几
十人，都是观上村和邻村的村民，有
的跟着我干了几十年。我现在的主
要业务就是铺油，在咱平顶山范围
内算是有了名气。

预制构件、水泥稳定碎石、铺沥
青、墩柱盖梁施工、桥栏安装……公
路修到哪里，桥梁架到哪里，我们就
到哪里干活。太澳高速、叶舞高速、
郑尧高速、平临高速、宝丰周庄桥、
马跑泉桥、沙河桥、香山桥……修了
多长路、架了多少桥，没法统计。

2009年，我带着施工队去四川
江油市武都镇参加地震灾后重建，

一条路足足修了8个月，最终圆满
完工。

几年前，我接到一个老板的电
话，让我跟着他铺油。他承包了 7
条城区道路大修的活儿，我给他干
了4个月，干完他不让我走了，要我
留在他的公司，除了工资，吃喝费
用、汽油费用全包。老板开玩笑说：

“你买手机我都给你报销。”我心里
寻思，在家闲着也没啥事，工地上人
多，说说笑笑心情也好，而且这些操
作手都是我的老部下，他们一年也
能挣个五六万元。在这行干了这么
多年，我也算是老当益壮吧。

日子惬意知足常乐

2019 年，我和老伴又盖了新
房。现在冷了热了有空调，出门自
己开车，日子好哩很。

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闺女
已经出嫁了，大儿子研究生毕业后
考上公务员，在四川泸州工作；小儿
子写得一手好字，在市区一家旅游
公司上班。两个儿子如今已成家，
也都有了自己的儿女。去市区看孙
子孙女，从建东立交桥到东环路口，
建设路这段就是我的施工队铺的沥
青。驾车行驶在路面上，我心里那
叫一个美啊。另外，建设路从光明
路到开源路这段人行道的彩色沥
青，也是我们铺的。

咱算不上大富之家，但这么多
年乡里乡亲谁家有困难我都会搭
把手。有村民病了，我捐款；有村
民家庭困难，我多次送粮送油送衣
被……今年5月，我为观上村50多
位80岁以上的老人举办了饺子宴，
为每人发放了太阳帽、袜子等物
品。我还出资为村里铺设道路。
村上组织了腰鼓队，我给队员买衣
服、道具，每年村里唱大戏，我都会
出钱。

不少人夸我年过花甲头发仍然
是黑的，可能是我心态好吧，老是乐
呵呵的。古人云“修路架桥，行善积
德”，我今后还是要马不停蹄，带着
我的老伙计们继续在小康路上奔
驰。

走上自己修的路
心里那叫一个美

□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图

我父亲在叶县经商，所以我很小
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在叶县生活，不过，
老家鲁山县张官营镇小营村的一草一
木依然历历在目。

依稀记得，老家的房前屋后生长
着一种绿色植物，到春天时便会开
出黄花，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大人经
常拿这种植物泡茶喝。随着年龄的
增长，我才知道，那就是蒲公英，又
叫黄花苗。蒲公英从我小时候起就
深深印在我心中。它不仅是中药
材，还可当菜吃，用叶子做饺子，味
道棒极了。

家里有生意偏要再创业

我的梦想是创业当老板。2014
年大学毕业后，我把创业的想法告诉
了在叶县做车行生意的父母，岂料父
母极力反对。父母想让我考公务员，
或者找个其他稳定的工作，但我不想
这样，就想自己创业，做自己的事
儿。后来我知道，父母之所以反对，
是不想让我吃苦。不过，如果理想止
步于怕吃苦，那就不是理想了。可是
一时间我又不知道干啥好，于是一边
在父亲车行帮忙，一边留意身边的
事。后来我发现，有人种植蒲公英致
富了，而且鲁山已有人开始种植。我
对蒲公英本来就很有兴趣，瞬间像发
现了新大陆。

其实，即使不创业，我在家也吃喝
无忧，但我不想这样，我要实现自己的
人生价值。

放着车行生意不干，一个女孩子
却要从城市回到乡下种地，不仅父亲
不理解，身旁不少人也投来异样的目
光。但我认定的路就要坚持走下去。
父亲拗不过我，最终同意了。

为少走弯路，父亲带着我外出考
察，哪里有蒲公英种植，就带我去哪
里参观。蒲公英药食两用，投资小、
见效快、风险低，父亲不但认可了我
的选择，还给予我资金上的大力支
持。

2019年春，在当地政府帮助下，我
在老家小营村流转土地80多亩，注册

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雇人整地、播
种，播撒自己的梦想。

效益初显现未来可期待

要干就要干成。在我辛苦努力
下，蒲公英种子发出了嫩芽。种植第
二年，仅种子一项就收入 8 万多元。
那可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高兴劲儿
就甭提了。

为提高产品质量，我几乎没离开
过种植基地，尤其到收割和采种时，我
自己驾驶拖拉机在地里跑来跑去，因
为有些活儿别人干我不放心，自己干
还能节约成本。这时我突然很庆幸，
因为父亲经营车行，家里各种车都有，
我很早就学会了开车，没想到这时候
派上了用场。

再好的产品没有销路，无异于一
堆废品。我拿着样品到省内外制药
厂和制茶厂找人协商，把新鲜的蒲公
英叶子带到郑州、平顶山市区等地的
饭店供消费者泡茶品尝。经过不懈
努力，销售渠道宛如蒲公英种子遇到
了大风，飘得越来越远，不仅外地客
商收购，一些制药厂也很喜欢，还有
不少人拿它当菜吃。母亲见此也主
动帮忙给人送鲜品，并分享自己掌握
的食用方法。

去年 9月，我把找人代做的蒲公
英茶叶等产品送往郑州，参加了中国
农民丰收节扶贫产品推介会，受到很
多人的称赞。

欲办加工厂打造产业链

目前，我还是托人代加工，我希望
有自己的加工厂，开发出不同的产品，
让蒲公英的价值最大化。目前我已选
好了厂址，相关手续正在进一步办理
中。

理想没有止境。除了建设加工
厂，我想以蒲公英为媒，搞民宿、做旅
游，因为蒲公英的花实在吸人眼球，
每年开花时，有不少人前来参观。另
外，基地还能吸收村民来打工。现
在，我每年仅出售干货一项就能赚10
余万元。我想抓住机遇，带动更多村
民加入其中，让大家都生活得有滋有
味。

飞翔的梦想
像蒲公英落地开花

傅 泉
萍和父母
查看蒲公
英生长情
况

■讲述人：鲁山县张官营镇小营村傅泉萍■讲述人：叶县洪庄杨镇观上村致富带头人楚菊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