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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在修
剪街头花木

鲁吉学在车
间查看生产设备

□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图

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我是
个敢想敢干的人，从当初在街头摆地
摊儿，到现在把农产品卖到日本、韩
国、马来西亚、沙特、越南、美国等，成
了老家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不甘贫困商海淘金

“居住深山中，走向全世界”，这
是我多年以来的励志理念。

我今年 45岁，记忆中家里穷得
下雨连双胶靴也买不起，也是因为
穷，家中兄弟5人都没完成上学的梦
想。为改变穷困面貌，1997年，我与
二哥第一次走出家门尝试经商。

鲁山是食用菌种植大县，生产的
香菇和黑木耳深受大众喜爱。我和
二哥便把这些黑木耳和香菇带到北
京、天津、黑龙江等地，然后在街头巷
尾摆地摊儿，虽挣钱不多，却丰富了
人生经历。

2000 年，我结婚成家。为方便
照顾妻小，我在家尝试养牛。养牛成
本高、风险大，养了两年后，我把牛卖
掉开始养猪。然而市场变化莫测，时
间不长猪价大跌，不但没赚钱，还亏
欠了20万元。为还债，我和妻子3年
没买过一件新衣服。2006 年，我带
着借来的5000元钱，又赊了些货物，
到江西南昌继续摆地摊。

我深知，生意场上最重要的是诚
信，所以每卖完一批货就赶快还钱。

摆地摊儿是个苦累活儿，下雨天
还无法经营，于是有个门店成了我那
时的梦想。也是靠着梦想、坚持、诚
信，我结识了一众忠实的客户和不少
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也遇到了给予我
悉心指点的贵人。

2010年，我和妻子终于如愿，在
南昌市干货批发市场拥有了自己的
门店。从那时候起，生意越做越大，
让我看到了生活的曙光。

2014年，我在上海又开办了一家
门店，不但销售老家的木耳和香菇，
也到福建、浙江、新疆等地进货销售，
生意做遍了大半个中国，收入由原来
的一年几千元增加到现在的 200万

元。但我没有就此满足，在我内心深
处始终藏着一个梦，就是把家乡的土
特产销售到全世界去。

返乡创业实现愿望

2017年，随着返乡创业的浪潮，
我回到老家鲁山。早在2012年，我就
在老家注册了河南吉尔木食品有限
公司，但一直没有正式经营，我打算
回家销售香菇和木耳的同时，进行产
品加工，并着手开发国外市场。也是
这一年，我平生第一次到了马来西
亚，之后又先后赶往韩国、新加坡、日
本、泰国、美国等多个国家进行市场
调研，结果发现那里很多人都喜欢木
耳和香菇，尤其是我家乡的椴木香
菇，在新加坡和日本每公斤售价高达
2000 元人民币。而同样的货物，在
老家鲁山每公斤也就100多元。

巨大的价格差距，加大了我创外
汇的决心。2018年初，在我的不懈努
力下，首批3吨香菇和黑木耳运抵新
加坡，我挣到了人生第一笔外汇。之
后不久，韩国、日本、泰国、美国全部
打开了销售渠道，2019 年出口货物
500吨，我成为鲁山乃至平顶山地区
第一个把食用菌销到国外的农民。
其间，一些外商也经常到我公司考
察，不仅香菇和木耳，我公司生产的
香菇鲜调味料同样深受外商青睐。

为进一步扩大销量，去年我又投
资两千多万元在老家平岭地段建设
了一座智能化食用菌加工厂，增添了
智能化设备，使村上130多名村民有
了稳定收入。

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干了，就
一定干好。为打造自己的品牌，在做
好香菇深加工的同时，我决定实施

“阳光”操作，就是客户无论何时何
地，都可通过视频看到我公司的生产
情况。目前相关设备正在安装，很快
就能投入使用。这一做法，也受到了
国内外客商的高度赞扬。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商海数
年，我与香菇和木耳结下了不解之
缘，并决定在销售和深加工上继续走
下去，力争把食用菌产业做得更大、
更强。

把家乡土特产
卖到国外

□本报记者 王辉 文/图

我今年 53岁，曾是一个地道的
农民，经过多年摸爬滚打，如今已成
为一名公司董事长。

跑运输，接了人家的厂子

1988年，我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当
会计，后又在村办小煤矿当技术员，
一个月都挣不了几个钱。一些来自
信阳的大货车司机到矿上拉煤，我们
交上了朋友。闲聊中，他们说信阳一
带对煤炭供不应求，煤炭运输业前景
广阔。他们劝我也买一辆大货车跑
运输。我合计后，从家里拿出几万
元，又举债七八万元，一次买了两辆
大货车，雇了司机小王跑运输，那是
1997年。

那几年，我平均两天向信阳市潢
川县一带发一车煤，返回时再捎回来
一些大米等物资，一趟下来能挣
2000元左右，就是空车返回，平均一
辆车一趟也能挣到一千五六百元。
一个月下来，除去司机工资、油钱、过
路费等各项开支，我能挣两三万元。
跑运输头一年，我就还清了买车的外
债。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我于
2002年花17万元买了一辆桑塔纳轿
车，后来又买了一套大房子。

跑运输三年后，信阳潢川县一家
制砖厂经营不善，拖欠我大量运费不
能支付。这家砖厂老板找我商谈运
费问题，想将砖厂转给我经营，盈利
双方按比例分成。我考虑后，接受
了。就这样，2000年，我从一个大货
车司机，摇身一变成了砖厂厂长。与
此同时，我的两辆大货车依然奔驰在
平顶山与信阳两地的公路上，继续从
事煤炭运输生意。

搞绿化，带动亲友共同致富

就在我跨行业发展，争取实现更
大的生活目标时，却在2001年栽了一
个跟头。那年夏天，小王驾车载着一
车废旧物资，从信阳沿106公路返平
途经新蔡县一个收费站时，不慎把收
费站的棚顶挂倒，一下子赔付公路部
门十几万元，虽有保险公司理赔，但

我仍然支付了其中大部分赔款。
后来，我在公路上又接二连三碰

到几起倒霉事，就对汽车运输行业心
灰意冷。2005 年前后，我卖掉两辆
大货车，连承包的信阳砖厂也还给了
对方，决定返回平顶山另寻出路。

在信阳经营砖厂期间，我看到当
地很多农民从事苗木种植，效益不
错。2006年 1月，我注册成立一家园
林绿化工程公司，开始在我市承揽一
些园林绿化工程，并在承包土地时种
植一些绿化树木。公司成立之初，我
在石龙区承包一项绿化工程，在一条
一公里多的道路边栽国槐行道树，绿
化带内栽植一些牡丹等花草植物。
这项工程使我第一次尝到了承包绿
化工程的甜头。

印象最深的是 2006 年冬天，我
冒着大雪在石龙区人民路西段填沟
搞绿化。当年人民路西段道路两侧
是两三米深的壕沟，我承包这段道路
的绿化工程后首先要填平深沟，然后
才能栽花种草。为此，我组织了几台
挖掘机，20多辆卡车昼夜不停运土填
沟，花费十几天填平了深沟。接着，
我组织一二百名当地村民在原来的
沟壑处栽种雪松及牡丹、石榴等 20
多种十几万棵花卉苗木，原本三个月
的工期，我仅用20多天就顺利交工
了。这个工程赢得了当地领导与群
众的一致好评，97万元的工程款很快
汇到我的账户。

此后，多家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主
动向我抛来橄榄枝，请我带人到对方
单位承包绿化工程。从那以后，在石
龙区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和村庄，以及
市区开源路北段等都留下了我和员
工们栽花种草的身影。

最近几年，我在经营好园林绿化
工程公司的同时，又涉足建筑业，带
领一二十名员工在新华区和石龙区
建了一家养老院、十几栋住宅楼。我
们一家五口人过上小康生活的同时，
也带领我的两个兄弟以及部分亲友
共同踏上小康之路。在与家人享受
美好生活的同时，我积极参与抗震救
灾和疫情防控工作，贡献了自己的绵
薄之力。

搞绿化
带动亲友共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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