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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故事家庭故事

□本报记者 牛超 文/图

8 月 6 日早上 5 点左右，鲁新
召和妻子庞令军便起床来到离家
不远的葡萄园。一人高的葡萄架
一排一排，一串串葡萄挂满枝头，
或绿或紫，还有不少套着袋子。他
们剪下一串串成熟的葡萄，装箱、
码好。然后，庞令军骑着三轮车带
着20多箱葡萄前往丰莱果品批发
市场批发售卖。鲁新召继续剪葡
萄，准备一会儿去零售。这是最近
一段时间，夫妻俩的日常生活。

下岗后尝试种葡萄

鲁新召今年 46 岁，家住新华
区香山街道筹备组徐洼村，曾是星
峰水泥厂的工人。2012年以前，他
上班，妻子在家照顾3个孩子，日
子虽不富裕，但也其乐融融。2012
年，星峰水泥厂破产，他下了岗。
为了养家糊口，鲁新召四处找活
儿，开着拖拉机给工地送过建筑材
料，干过安装工、电工，但收入都不
稳定。2014年，鲁新召的一位亲戚
在附近搞起了葡萄种植。看着成
串的葡萄挂满枝头，鲁新召好像也
看到了希望。

2015 年，鲁新召和妻子商量
后，以每亩地每年1200元的价格，
在村里租了10亩地，并从鲁山购买
了巨峰葡萄苗，种起了葡萄。

“以前，院里也种了一棵葡萄，
感觉没咋管过，每年也结不少。”鲁
新召说，第一年种下葡萄后，他们
还是抱着这一想法，也没咋管，可
结出的葡萄个小串稀，虽然味道还
不错，但品相不好，根本卖不上价。

种植葡萄关键是技术

吃了亏的鲁新召这才意识到，
搞葡萄规模种植和在自家院里种
葡萄是两回事。于是，他开始频频
出入鲁山。“那时候，三五天就要去
一趟，请教种植方法、病虫害预防

等，有时也邀请对方到这儿指导。”
“最主要就是缺技术，虽然有

专家指导，但许多经验还是要靠自
己摸索。”鲁新召说，每年春节过
后，他和妻子便开始忙碌起来，一
直到10月份才能歇歇。后来，实在
忙不过来便找了几名周边的村民
来葡萄园帮着除草、剪枝、修花。

和大棚种植不同，鲁新召是露
天种植，他认为这样葡萄的口感
好，但要比别人更费心。因为要防
止鸟啄烂套在葡萄外面的袋子，哪
怕鸟只是吃掉几粒葡萄，都会引来
酸腐病等病虫害。“驱鸟器也没用，
炸爆竹也没用，买了防鸟铁丝网，
情况才好一些。”鲁新召说。

夫唱妇随分工明确

去年，雨水太多，葡萄受损，部
分葡萄苗还被淹死了。鲁新召夫
妇思考再三，将这部分葡萄苗拔
掉，尝试种上了草莓。“多种经营也
许能有更好的发展，我想尝试一
下。”鲁新召说。

现在，鲁新召夫妇的葡萄园里
种植有夏黑、巨峰、户太8号3个品
种。夫妻俩分工明确，鲁新召负责
葡萄园管理，庞令军负责销售。他
们的产品除了批发、零售外，还进
入了市区金篮子超市。

在他的带动下，村里也有几户
村民种起了葡萄。遇到问题，他们
总会找鲁新召请教，每次，鲁新召
都将自己摸索到的经验倾囊相授。

提起鲁新召夫妻俩种葡萄的
事，他们的朋友李孬说：“他们俩很
能吃苦，这种苦我是吃不了。”

“既然种植葡萄如此辛苦，想
不想改行？”记者问。鲁新召一脸
严肃，他说，虽然辛苦，但看着自己
栽培的葡萄一天天地成熟，心里有
说不出的高兴和满足。“我家的新
房、家用电器不都靠这一颗颗小葡
萄吗！”今年，葡萄的坐果率和价格
都不错，预计能收入十来万元。

□本报记者 南朋英 文/图

8月 6日上午，搭乘叶县宜友
胜电子公司负责人李金涛的车来
到他的家——叶县夏李乡十二里
村马庄村民组，这里浓荫蔽日，清
一色都是平房。“我没有在城市买
房，生活在农村，地方大、安静，住
着清气。”今年35岁的李金涛说。

农村生活清气舒服

走进李金涛的农家小院，正屋
是五进头的三间大房，显得很宽
敞，厨房、卫生间也是平房。客厅
吊顶和大灯很漂亮，正中摆放着叶
县县委、县政府于2019年 1月授予
他的“新时代乡贤”牌匾。客厅里
有电视、新款冰箱，还有饮水机，圆
筒状的空调柜机位于角落里，“空
调花 7000多元买的，凉快得很。”
李金涛说。

他家沙发、茶几是实木材质
的，也花了7000多元，茶几上放着
茶具。李金涛说，村里人经常来找
他，喝喝茶聊聊事，“晚上吃过饭，
我爱出去走走逛逛，体验乡野气
息，感觉在农村生活很舒服。”

昆山打工返乡创业

2013年底，在江苏苏州昆山等
地打工近10年的李金涛跟妻子王
慧作出了返乡创业的决定。

“当时，儿子3岁多，女儿 1岁
多，我们不忍心把他们放家里让老
人照顾。让老人跟着去照顾孩子
吧，考虑到老人不会说普通话，人
生地不熟的，会不开心。”李金涛
说，刚好乡里在招商引资，他觉得
是个机会，在家里创业，既能挣钱，
又方便照顾老人、孩子。

王慧很支持丈夫的决定。王
慧老家是安徽宿州的，初中毕业，
当时在昆山富思达电子厂做质检
工作。李金涛在郑州上的中专，
2003年毕业实习时跟村里人出去

打工，也来到了昆山这家生产电线
圈的电子厂。他从普工做起，所有
工序尝试一遍，一年后做了管理人
员。两人相识相恋后，于 2008年
结婚。“打工期间积累了人脉资源，
开电子厂也是熟门熟路，所以我觉
得没问题，很支持他。”王慧说。

2014年初，李金涛的电子厂正
式开业，投资30万元，设在夏李乡
街上。这年6月，在合作伙伴的支
持下，他们又投资100万元扩大了
规模。如今，李金涛在夏李乡附近
已建起1个总厂、7个分厂，安排了
两三百名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不用加班还能顾家

8月 6日上午，在十二里村村
委会隔壁的厂区，工人们戴着口罩
在生产线上工作，仓库里包装好的
货品正等待运走，还有物流公司运
来了原材料，一派忙碌景象。

十二里村党支部书记朱红叶
说，叶县宜友胜电子公司总厂设在
他们村，作为村里引进的企业，为
上有老下有小、不能出去打工的农
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渠道。

李金涛介绍，目前厂里有员工
300多名，有200多人在厂里固定
上班，另有100多人拿原材料回家
做电线圈。

“在家工作的，利用看电视、纳
凉休息的时间，一天干两三个小
时，一个月就能挣千把块钱。在厂
里上班的，根据手头快慢，一个月
能挣两三千块钱。我们这里是 8
小时工作制，上午8点上班，下午5
点半下班，中午有吃饭休息时间。
考虑到员工还需要喂家禽、干杂活
之类的，厂里不加班，不上夜班。”
李金涛说。

不过，这个暑假，喜欢在村里、
在田间走走逛逛的李金涛却有点
忙。因为是村干部，他还承担着疫
情防控服务点排班执勤的工作。
加班，对他来说是不可避免的。

下岗职工勇创业
葡萄串起致富路

办厂淘金成规模
乡村生活乐悠悠

鲁新召在采摘
葡萄，脸上露出开
心的笑容

李金涛查
看仓库原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