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小白兔亲子农场，亲子步道
一侧的向日葵昂着花盘，整齐划一地
向着太阳绽放。另外一侧的地里，葫
芦、盆景等郁郁葱葱。

62岁的马桂荣正在清理园区垃
圾，她已经在这里工作了8年。“我就
住在马湾新村，年龄大了，家里还有
孙子，出不去。在这上班也不累，既
能赚钱还能照顾家庭，很方便。我们
村有不少人在农闲时来园区工作。”

2020 年 12 月，马湾新村创建成
3A级景区，谢静静紧跟乡村振兴步
伐，盘活旅游资源，拓宽增收渠道，带
动移民就业。2021年 1月，她着手流
转园区相邻的160余亩果树采摘园，
用于改建亲子农场，农场内包含农耕
体验区、游玩区、生态采摘区、手工
坊、萌宠区和果树认养等项目，以活
动游戏和团建小项目为载体接待旅
行团。特色种植果蔬园与亲子农场
强强联合，形成了一条集游玩、农耕
体验、采摘于一体的产业链，实现旅
游收益翻倍。

“农场开业后，每到节假日，来自
平顶山市区、汝州、宝丰等地的游客
就有上万人。后来，农场又开发了水

上拓展和定制农场项目，孩子们玩上
一整天都不觉得厌倦。”马桂荣说。

同时，谢静静利用自身擅长果树
栽培技术的优势，不仅免费教村民学
种植技术，还给予来学习的村民补
贴，使更多的村民通过掌握一门技能
实现增收致富。为助力马湾新村3A
景区长足发展，今年，谢静静又建立
了童年赶海乐园，不仅孩子们多了玩
乐的地方，又吸纳了部分村民在水上

乐园工作。
置身美丽乡村大舞台，谢静静依

靠勤劳的双手，凭着对家乡的无限热
爱、对理想的忘我追求，一步一个脚
印，夯实了自己青春的底色。“人生没
有白走的路，用心过好当下。我只希
望通过自己微小的努力去带动更多
人扎根家乡，实现创业梦想，为家乡
的发展多做一些事，多尽一分力。”谢
静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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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谢静静：

乡村振兴的追梦人
□本报记者 燕亚男 文/图

8 月 6 日下午，郏县白庙乡
马湾新村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童
年赶海乐园内，欢笑声不断，孩
子们在大人的看护下快乐嬉戏，
尽情享受着戏水的乐趣。负责
人谢静静穿着防晒衣，叮嘱工作
人员要不间断巡逻，全方位保障
游客安全。

种植果蔬、开拓亲子农场和
水上乐园项目……10年间，32岁
的谢静静从农业“小白”成长为
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农人”，走稳
了自己的回乡创业之路，先后获
得了市三八红旗手、郏县十大巾
帼出彩人称号和郏县第二届创
业创新大赛优秀奖。

“这是红叶万年青，如果家里
有老人的话，可以送上一盆。它
的寓意是吉祥安康、福寿延绵，还
有净化空气的作用。”8月 6日下
午，从童年赶海乐园出来，谢静静
来到不远处的温室大棚内，主播
小荷正在手机直播平台上向大家
介绍不同品种的绿植。

整理、包装、打包、装箱……
进门处的一排排货架上和地上摆
放着不少纸箱，工人们正在为前
一天直播间卖出的绿植打包。谢
静静仔细查看了工人打包、绿植
生长情况和当天的直播状况。

“另外几个大棚种的是多肉，
有几百个品种。夏季是多肉销售
的淡季，网络直播是我们的主要
销售模式。主播们每天会准时上
线与网友分享多肉的‘奥秘’和不
同品种多肉的喜好和养护技巧。”
谢静静说

在种植多肉的大棚内，各色
多肉植物或密密麻麻摆满苗床，
或整整齐齐种植在地上，或聚成
小景点缀各处，十分惹人喜爱。

“除了我和小荷，还有几个同
龄人在这里做主播。我们都很喜
欢绿植，热爱这个东西，也很高兴
把绿植推介给更多的人，让更多
人了解绿植、购买绿植。”主播嘟
嘟说。

“每天看着它们就很开心。”
看着眼前这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
植物，自信的笑容洋溢在谢静静
的脸上。目前虽然是淡季，但大
棚的绿植仍源源不断销往全国各
地，旺季每天销售额达上万元。

把绿植卖向全国

马湾新村是移民村。2010年，南
水北调工程丹江口库区南阳市淅川
县盛湾镇马湾村、王沟村、马沟村388
户1672名村民迁移到这里扎了根。

2014年，谢静静瞄准了马湾新村
良好的区位、政策优势，毅然放弃在
上海创办针织厂的机会，回乡创业。
郏县移民局提供项目支持，当地政府
统一流转土地，谢静静投入近400万
元建成了面积 100余亩（1 亩≈666.67
平方米）、含35座大型温室大棚和一
座库容达2100立方米冷库的丰润果
蔬园，成立了河南省绿丰润盛农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一开始，家人并不太支持我，因
为我对农业可谓十足的‘门外汉’。”
谢静静笑着说。

谢静静的丈夫吴可峰说：“家里

人是不想她太辛苦。不过她非要干
这一行，每天下地学习各种蔬菜的种
植技巧，外出考察市场，希望打破传
统农业种植方式，带动家乡更多人增
收。这中间遇到过不少困难，但她从
来没有说过放弃。”

2016年起，谢静静多次去信阳、
驻马店、宝丰、鲁山等地参观学习多
肉、草莓、葡萄、西瓜和食用菌的种植
技术。回来后，她邀请专家现场指
导，引进优质的瓜果品种，优化种植
方法，提升品质，吸引了不少种植户
前来租赁大棚种植果蔬。仅通过收
取大棚和冷库租金，园区和村集体年
收益就达13万元。

2020年，谢静静发现了种植火龙
果的商机。由于火龙果是热带水果，
如何让它克服“水土不服”是一个大

问题。谢静静没有退缩，直接引进 1
万株火龙果苗，开始了试种。种上火
龙果的第一个夏天，由于下大雨，两
座大棚的火龙果苗被淹，损失了几万
元。大雨过后，她换了地势高的大棚
种植火龙果，不停地外出学习，向同
行请教火龙果种植技术。

经过一年多的“驯化”，火龙果成
功挂果。“我们的火龙果一年能结果4
茬至 5 茬，亩产 2500 公斤至 3750 公
斤，采摘期从当年8月一直持续到春
节前后。由于昼夜温差大，果肉甜度
高、口感更佳。”谢静静说，第一茬果
实大丰收，给她增添了不少信心。每
到采摘季，园区内的人络绎不绝。

水果种植走上正轨，谢静静又开
始拓宽增收渠道，建设了小白兔亲子
农场，助力乡村振兴。

返乡创业 发展特色种植产业

拓宽渠道 创办亲子农场

网络直播

主播小荷在大棚内用手机直
播平台向网友介绍绿植的种类

谢静静在大棚内查看绿植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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