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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龙说，如今，每天能采摘荷花
二三百枝，根据外观和品质，批发价格
在2元至2.5元不等，主要供给市区的
20多家花店。每年能从5月采摘到9
月下旬。近两年，他和女友通过抖音、
小红书等平台，成功将荷花种苗销往
全国各地。

如今荷花满塘，但种植之初可不
是这样的。“因缺乏经验，种出的荷花
总是叶茂花稀，后来才明白是品种问
题。如今满塘盛开的黄色重瓣荷花就
是我当初花1800元引进的珍贵品种。”
张俊龙笑道。

优质新品荷苗很贵，对此，张俊龙
双管齐下，一边继续购买优质种苗，一
边着手自主培育。细心观察，耐心记
录，从株高到花瓣长度，从花苞数量到
花色变化，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这个
过程充满挑战，费时又费心，凭着对种
植荷花的热爱，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如
今，张俊龙荷塘里的120多种荷花中，
不乏他亲自培育的罕见品种。最为人
称道的是，2021年七夕，他与女友通过

“墨红”成功培育出一枝罕见的并蒂
莲。据市园林部门园林专家称，这是
自然界的奇迹，出现概率极低，是荷花
中的珍品。今年6月，他又利用“大洒
锦”培育出一枝红白相间的双色荷花，
更是吸引众多市民前来观赏。

秋河村村民王自究的瓜田挨着张
俊龙的荷塘，他说：“这对城里来的年轻
人既实在又能吃苦，他们白天在荷塘里
劳作，晚上还开直播分享美景，几乎所
有的活儿都是自己干，实在令人敬佩。”

张俊龙的朋友李辉是一位摄影爱
好者，被荷塘的美景吸引，常来这里取
景拍照。感动于张俊龙和李晓玲的爱
情故事，他还特地为这对恋人创作了
一首小诗：“少时逐梦葫芦乡，巧手匠
心韵自长。月老牵线逢晓玲，七亩荷
塘劳作忙。幸福何须远方觅，一池荷
花胜天堂。”

展望未来，张俊龙有着更远大的
规划。他计划进一步完善荷塘的基础
设施，将其打造成一处集赏花、休闲、
娱乐为一体的农家乐式荷花观赏园。
他相信，在这片充满爱与希望的荷塘
里，他与女友的“荷事业”会越走越顺。

意外之喜 荷塘中的奇迹与梦想

90后张俊龙：

为爱种荷 爱情事业双丰收
□本报记者 李霞 文/图

谁说爱情与事业难两全？年轻小伙儿张俊龙，因女友钟情于
荷花，毅然放弃原本擅长的葫芦种植，转型成为一名花农。经过7
年的辛勤努力，他不仅为心爱的女友打造了一片宛如仙境的荷塘，
更在这片7亩多的荷塘里精心培育出120多个品种的荷花，成就了
一段爱情与事业交相辉映的佳话。

8月14日上午，叶县任店镇秋河村的荷塘内，荷花竞相绽放，
满池荷叶碧绿如玉，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
荷花别样红”的绝美画卷映入记者眼帘。荷塘的主人张俊龙穿梭
塘埂之间，除草、采花。又瘦又高的他动作干脆利索，汗水不时顺
着黝黑的脸颊流下……

张俊龙今年 27岁，家住新华区
西市场街道优胜街社区。他自幼
受奶奶的影响，对葫芦情有独钟。
16 岁初中毕业后，在母亲的鼓励
下，他在郊区租地种葫芦，同时进
行葫芦工艺品制作，被称为“葫芦
达人”。然而，7 年前，与女友李晓
玲的相遇，悄然改变了他的人生轨
迹。李晓玲热爱绘画，还特别偏爱
荷花，为了满足她的这份热爱，在
种植葫芦之余，张俊龙常常带着她
到示范区、白鹭洲国家城市湿地公
园等处寻找荷花美景。

“那些地方的荷花虽然美，但只
能远观不能近赏，而且品种单一。我
就想，如果能自己种一片荷花，不用

来回跑就能随时随地观赏，那该多好
啊！”张俊龙是个一旦认定目标就不
轻言放弃的人，他开始在葫芦地旁边
尝试种植荷花。起初，由于缺乏经验
和合适的种子，他遇到不少挫折，但
凭借着不懈的努力和种植知识的积
累，经过7年反复试种，张俊龙终于
为女友打造出一片属于他们的美丽
荷塘。

如今，这片 7亩多的荷塘内，百
余种荷花竞相绽放，美不胜收。张
俊龙与女友也时常住在荷塘边的
小窝棚内，共同守护这片爱的花
海。李晓玲说，干活累了，坐在荷
塘边赏赏花看看天上的云，感觉很
幸福。

甜蜜浪漫“葫芦达人”转型花农

荷花的美丽，世人皆赞，然而种
植与养护荷花的过程却充满艰辛与
挑战。每年 3 月下旬，张俊龙便开
始在荷塘里劳作，将沉睡一冬的两
千多株观赏藕苗一一挖出、分株。
这些藕苗细弱而脆嫩，直径仅两三
厘米，不同于食用莲藕，处理起来需
要更加细心，稍有不慎就可能损
坏。这项工作太过耗时费力，他曾
尝试过请人帮忙，但结果不尽如人
意，最终只能亲力亲为。

3月的水下依旧寒冷刺骨，即便
皮裤里面穿着厚棉袜，张俊龙的双脚
仍常被冻得生疼。为避免损伤藕苗，
张俊龙不得不赤手作业，手上被淤泥
染得黑乎乎的，很长时间洗不掉，长

期泡水也让他的双手变得格外粗糙，
那几个月里，他“最怕和人握手”。

然而，挑战并未结束，接下来的
酷热成了新的考验。似火的骄阳炙
烤着大地，高温里，人都躲在空调屋
里不愿出门，但荷花的生长需要充足
的光照，上面不能有任何遮挡。为了
避开高温和烈日，张俊龙一般选择清
晨四五点钟开始养护荷花。为避免
水分蒸发太快，除正常的治虫、除草、
育种、梳理荷叶、采摘荷花外，张俊龙
基本每天都要给所有的荷花浇一遍
水。为方便下塘作业，他总是穿着拖
鞋干活，脚上出现伤口成了常事；荷
花生长需要养分，肥料得跟上，由于
常给荷花施农家肥，肥料发酵的刺鼻

气味让张俊龙的嗅觉受到影响，神奇
的是蚊虫似乎也怕这个味道，即便被
叮咬了问题也不大。“水生植物多，蚊
虫也格外多，别人被咬是一个大包，
我就一个红点。”张俊龙打趣道。

当天上午8点多，随着太阳逐渐
升高，荷塘里像桑拿房一般闷热。张
俊龙穿梭其中忙碌着，汗水浸透了他
的衣服，细小的蛛网附着在衣服上，
但他似乎已经习以为常，只专注于手
中的工作。

新鲜的、老的、大的、小的……摘
完花，张俊龙还要精心挑选和分类，
只有花苞有6层至7层熟，茎长在50
厘米到55厘米之间的荷花，才是他最
为满意的“时鲜货”。

辛勤耕耘 美丽背后是艰辛

◁张俊龙手捧刚摘的荷花

△张俊龙在挑选荷花种苗

张俊龙观察荷花的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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