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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碧琼 文/图

我今年46岁，做过记者，干过职
业指导师，开过汽修店。如今，我很
庆幸最终选择了回乡创业。

在外漂泊多年 终回故乡扎根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农家，在兄弟
姊妹5人中排行老幺。上学时，我立
志成为一名记者。因为我觉得记者
一直“在路上”，可以遇到不同的人，
听到不同的故事，看到不同的风景。
1997年，从黄河科技学院新闻专业毕
业后，我如愿成了郑州《经营消费报》
的一员。

当时很多同学去南方发展，我也
被高薪打动，1999年辞职后南下，成
为深圳人才市场的一名职业指导
师。幸运的是，在不懈努力下，我成
功考取了职业指导师高级职称，还结
识了与我相伴一生的爱人。

但正当我准备大干一场时，家中
的一通电话打乱了我的步伐——60
多岁的父亲得了癌症。我悲痛难抑，
迅速辞职归乡，准备陪伴父亲走过生
命的最后时光。其间，为父亲治病的
同时，我和女友步入了婚姻殿堂，了
却了父亲的一桩心愿。

送走父亲后，我手中存款只剩下
几千元。当时家乡没有合适的发展
机会，我决定继续出去闯荡。2006
年，我去贵州跟同学学习汽修技术，
渐渐上手，经济状况好转后，在当地
买了门面房，开了汽修店，一干就是
七八年。

有次回乡探亲，看到母亲羡慕别
人儿孙绕膝的快乐，我很惭愧，因为
离家太远、生意太忙，我回来的次数
不算多。陪伴才是对家人最好的爱，
那一刻，我决定回乡创业，守着母亲
和孩子，不给未来留下遗憾。

一步一个脚印 取得种植真经

回乡创业做什么呢？我挖掘身
边的优质资源，慎重考虑，最终选择
了香菇种植。

妻子娘家在福建古田，种植食用
菌多年，妻子的姑父、表弟都在做食
用菌生意，能给我们提供技术支持和

销售渠道。而且经过考察，我们本地
种植食用菌的人较少，市场前景广
阔。

2014 年 6 月，我投入全部积蓄，
开始搞基建。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难
题接踵而至。例如，福建沿海比较湿
润，而咱们这边冬天比较干燥，种植
模式就不能照抄照搬，必须因地制
宜。

投产后，我花费大量时间自学食
用菌栽种技术，并多次外出观摩考
察，驻马店泌阳、南阳西峡、我市鲁山
等省内种植基地全部走了一遍，还跑
到湖北随州学习。最终，我将随州和
泌阳的种植模式相结合，摸索出了适
合我们当地的新模式，生产出高品
质、绿色无污染的香菇。

至今，我已陆续投入100余万元，
发展大棚 16座，高、中、低温菌棒20
余万棒，实现全年不间断出菇，年收
入100余万元，产品远销福建、广东、
广西、湖北等地。

助力返乡创业 带动村民致富

2018年，我注册成立了柏霖众康
种植合作社，除了香菇，还种植经济
作物梨树、烟叶等。

在制作菌棒、配制菌种和采摘的
农忙时节，合作社带动周边 30多名
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工资采取计件
与计时相结合的方式，人均月收入两
三千元。

此外，周边乡镇有 20 余人前来
请教香菇种植技术。例如叶县廉村
镇甘刘村此前是贫困村，该村准备搞
香菇种植，专门派人前来学习，我毫
无保留地手把手教，确保他们应知尽
知。

下一步，我准备继续扩大种植规
模，搞食品深加工，和村里、乡里一起
创办返乡创业园，带领更多百姓致
富。

如果乡邻愿意种植香菇，我可以
提供技术、场地、设备、菌种，并负责
销售，降低他们的投资门槛和风险，
让大家的腰包一起鼓起来。如果家
家户户都种植香菇，就能形成规模，
从而打造特色产业名片，拓宽销路，
为乡邻打造一个稳定的“取款机”。

□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图

不管做什么，只要用心去做，
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抱着这
样的想法，我从小山村来到大城
市，又从大城市回到小山村，不但
自己过上了幸福生活，也让家乡不
少村民有了自己的事业。

打工改善穷面貌

我今年31岁，出生于一个偏僻
的小山村。缘于特殊的家庭背景，
记事起家里就不富裕，而且一直跟
着爷爷、奶奶长大。为改变家庭贫
困面貌，我从小励志好好学习，将
来干一番事业。大学毕业后，我走
出深山，应聘到郑州一家公司，待
遇还行，每月6000元左右的薪水，
公司还另缴“五险一金”。但我是
个不甘落后的人，在公司干了两年
多后，我突然萌发了打工不如做老
板的想法，并决定辞职独自闯荡，
另谋职业。

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要自己
创业，我的想法当即遭到了不少人
的冷嘲热讽，但我主意已定。辞职
后，我反反复复想了很多事儿，最
后决定做社区团购平台，就是通过
微信群给社区居民配送生鲜及生
活用品，用优质产品引流，在服务
对方的同时，从中赚取差价。

虽然此前并未做过生意，但我
深知，生意场上诚信最重要，不但
商品要好，价位也得合适。于是我
动用了所有关系，开始联系货源和
销路，并靠着诚信、努力和坚持，很
快取得了不少客户的信任，微信群
也迅速发展到了 40多个，一个微
信群代表一个小区。

在老家，爷爷种了不少冬桃。
不过因缺乏销售渠道，我家冬桃虽
然好吃，前几年却销路不畅，包括
村上的另外几家冬桃种植户，一到
桃子成熟时，家家比着发愁，树下
落的冬桃成堆。自从做了团购后，
我试着把老家的桃子卖给了社区
居民，结果得到了居民一致好评，
我也因此赚了不少差价，并决定在
社区团购的路上一直走下去。

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是机
遇。2017年，我有幸认识了一群在
全国各地做农特产品的伙伴，并在
他们的介绍下加入了一家“农友
会”农业社群组织，由此扩大了销
售门路，从那以后不但为 40多家
社区服务，我还把不少商品通过渠
道卖到了全国各大城市。家乡的
冬桃名气也越来越大，经常供不应
求。2018年，在我的不断宣传营销
下，成熟的桃子一周内就被前去的
游客抢购一空。

返乡创业做电商

良好的销售渠道，激发了老家
人民发家致富的信心，截至 2019
年，我们村全种上了冬桃，甚至整
个土门办事处都开始发展种植
业。目前，冬桃种植已成为我们那
里的一大产业。

2019年，我结婚成家，也是这
一年，办事处负责人要我回家做电
商，并提供销售门店。我不但要帮
助群众网上售桃，还要帮助销售辖
区其他农副产品。

也许在外久了，心中对家总有
一种渴慕的企盼，我决定回家创
业，接手当地政府投资建设的“土
门办事处电商扶贫服务中心”，专
门帮村民销售农副产品。

时下，虽然村里村外种的全是
冬桃，但我一点儿也不怕，根据我
多年的经验，销路根本不是问题。
事实也确实如此，每年桃子成熟
时，一些客商便主动与我联系。
2019年，我回家做电商的同时，租
赁土地30亩，也全部种上了冬桃，
又租赁了冷库，准备借电商平台在
老家大干一场。

2020 年以来，我在销售老家
冬桃的同时，还帮助老家周边其他
梨农销售甜梨，仅此一项每年轻轻
松松就有数万元的收入。

靠着线上销售农副产品挣的
钱，我去年在郑州买了房，今年又
购置了一辆小轿车，每每想起心里
甜蜜蜜的，而看到一个个果农笑着
数钱的时候，更庆幸自己选对了路
子、迈对了步子……

借菇生财
开启“菌”俏好日子

借助电商
家乡冬桃卖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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