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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时节，潍坊城北的寒亭区固堤街道的
乡亲们，依旧在大棚里忙碌。郁郁葱葱的萝卜
叶下，一个个带泥的萝卜像小娃娃一样在农人
手中跳出地面。

在北海路旁，寒亭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南侧是一条“西瓜街”，潍坊郭牌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郭牌农业）便坐落在西瓜街
的南首。在这里，记者见到了郭牌农业的总经
理——— 32岁的由守昌。

数天前，由守昌的“郭牌瓜茬萝卜”在
2018潍县萝卜品牌大赛中获“金奖”。“咱种
萝卜不大行啊。”小由说自己没有谦虚，而是
实事求是。这几年，小由主要干一件事：种西
瓜、卖西瓜。2018年，郭牌西瓜销售额达一亿
元，小由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西瓜大王”……

老郭“三膜一苫”种瓜

由守昌原本和西瓜没多大关系。2010年从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毕业后，老家滨州邹平
的他，进入中国石化胜利油田管理局工作。培
训三个月后，小由一上岗就月薪8000元。然而
干了不到1年，小由就辞了职，跑到寒亭，打起
了卖瓜的主意。

说起来，这事儿还与一桩恋情有关。原
来，小由在青岛读书时，谈了一个老家寒亭固
堤镇的女朋友小郭。小郭的父亲是寒亭一带有
名的“西瓜大王”郭洪泽，也就是郭牌西瓜的
创始人。

小由回忆说，大四毕业前，自己和小郭一
起回寒亭。在路上，小郭告诉小由，她家的西
瓜卖8块钱1斤。小由不信，心想：神瓜吗？你
就吹吧。

到了小郭家，小由一口西瓜咽下，当场就
服了。“入口即化，回味有一种冰糖的感
觉。”小由放慢语速，用略带邹平口音的普通
话，将这段广告词一样经典的语句道出。

这么好的西瓜，为啥不能做大做强？这是
小由到寒亭创业的第一个理由。另一个原因
是，郭洪泽和他的郭牌西瓜当时面临经营困
境。

生于1951年的郭洪泽，1984年开始在固堤镇
牟家温庄种西瓜。一开始，只有2亩来地，但老
郭种瓜有一套。他不但选出了最适宜的品种，
还摸索出了“三膜一苫”技术。为了梦绕魂牵
的“三膜一苫”法，他呕心沥血，几经挫折。

种瓜头10年，老郭住了10年“窝棚”，10
个春节在“窝棚”里度过。1984年，他为了弄
清烂苗原因，蹲在地头不时查看，三天三夜没
合眼，人累得脱了形。1985年，因烂瓜他赔得
一干二净，还欠了一屁股债，全家4口“仨月不
知面味”。

老郭豁出去了。科技加勤奋是他致富的全
部奥秘。他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找出了原因：
温度过高，湿度和昼夜温差过大。1985年再种
时，他购买了温度表、湿度计，在原有地膜、
塑料大棚的基础上，又加盖了一层拱膜、一层
草苫，保证白天不超温，夜间不受寒。结果这
一年西瓜获得了好收成，每亩纯挣3000多元。
打这以后，他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

郭洪泽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90年5月的
一个上午，夜里刚下过一场透雨，地上滑得厉
害。9点左右，我的瓜地里来了几个人，他们指
指点点，议论着什么。其中一个人握着我的手
说：‘你闯出了一条路子，可惜种得太少，明
年你要多种一些，农民致富不能光指望种粮
食。’他们走后，我才知道说话的是区委书记
王光明。”

那时环境还没有宽松到“完成任务吃饱
饭，怎么挣钱怎么干”的地步。因此，那一年
郭洪泽也只扩种到7亩地，收入仅几万元，但郭
洪泽却说这一年是他的“黄金年”。1991年，
在镇、村领导的鼎力支持下，郭洪泽一次贷款
10万元，承包了50亩土地，轰轰烈烈地干了起
来。头茬瓜平均亩产3000多公斤，总产16万公
斤，毛收入32万元；二茬瓜平均亩产2000多公
斤，毛收入8万元。

从此，郭洪泽一发而不可收，事业越干越
大。郭洪泽种瓜发了财，可这位农民党员并不
保守。那时，远近乡邻每年都有1000多人到他
这儿来学习，他都毫无保留地予以传授。除了
乡亲们跑上门来学，郭洪泽还经常挤出时间，
到周围的大棚转转，及时为大伙提供技术指
导。

种瓜的第十个年头，在郭洪泽的带动下，

整个固堤镇已有150多户瓜农，分布在16个村，
共1500多亩，仅此一项，年纯收入可达600万
元。

那时，本报记者到郭洪泽的瓜棚中采访。
在几间简陋的工棚里我们见到了他：脸膛黑
黑，衣着朴素，但他桌上的直拨电话，手中的
“大哥大”，腰间不时响起的BP机及房间里那
个崭新的高音喇叭控制台却分明透出十足的现
代气息。记者开着玩笑问他：“教会徒弟，饿
死师傅，你不怕别人顶了你？”

“我希望来学习的人越多越好，这样就能
形成规模，形成优势，利人利己。”郭洪泽回
答得很实在。

当时，种这么多瓜如何销售？郭洪泽深有
感触地说：“规模就是市场，物以多为贵。”
当年他种两亩瓜的时候，整天推着车子赶集也
卖不上好价钱。后来，村村种西瓜，销售却不
用出门。镇上有服务公司和西瓜批发市场，瓜
熟期，来自省内外的拉瓜车便开到地头，有时
他自己的瓜装不满车，就用地里的高音喇叭招
呼附近的群众把瓜送来，最贵的时候一公斤卖
到6元钱。

一蔓一瓜，只卖头茬

1998年，郭洪泽在当地流转了200亩地，扩
大种植规模。但意外突然发生，一把大火吞噬
了老郭的生产基地，直接损失200多万元。土地
流转和基地建设的钱，很多是老郭借来的。这
一下，他欠了不少外债。

要强的老郭一气之下，出走海南、新疆、
内蒙古等地。现在，老郭在内蒙古有一个400亩
的西瓜基地，在海南还有300亩的合作基地。一
直忙活着在外地种瓜，只有过年时才难得回老
家一趟。讲究信用的他在2011年便将欠款的本
息全部还清。

老郭的技术在外地扎了根，但郭牌西瓜在
寒亭本地却沉寂了。2011年3月，小由和小郭结
婚后，小由对西瓜一直念念不忘，毅然来到寒
亭，想重振郭牌西瓜。

带着老郭最初的韧劲，小由开始往西瓜行
当里钻。第一步，先熟悉西瓜。小由在接手郭
牌农业的第一天，便向村里的老种植户讨教西
瓜种植经验，苦练验瓜技术。最多的时候，小
由一天过手的西瓜有1万斤。

接下来，小由琢磨着卖瓜。除了岳父家种
的外，小由还收别人的好瓜。第一年，小由就
卖出去了70万元的西瓜。为了联系客户，他开
着车，几乎跑遍了潍坊市区所有的酒店和超
市。由守昌说，他是一个喜欢做生意的人，大
学时就曾卖过手机卡、干燥剂等，还开了一家
旅馆，毕业时他用赚来的钱给父亲买了一辆小
轿车。

当时，家里人摆脱不了家庭式的管理观

念，由守昌做决策常常受到阻挠。他在做其他
工作的同时还要不厌其烦地说服家人，给他们
讲解正规化的公司管理制度。他不急不躁，摆
在眼前的困难终于一个个被他攻破。

经过近半年的努力，由守昌终于将公司带
入正轨，内部分工明确，职责细化，极大地提
高了工作效率。同时，由守昌贷款百万元改善
园区的基础设施，为坚持物理灭虫、施有机肥
的西瓜申请了绿色标志。为了使郭牌西瓜走出
去，2011年下半年，他注册了潍坊光合庄园农
产品科技有限公司，制作巨幅路牌广告、建立
自己的网站进行宣传，并重新设计制作了产品
包装。

2012年，郭牌农业种了100亩西瓜。这年，
小由卖出去了600万元的西瓜，郭牌西瓜也取得
了农产品绿色认证。同年9月，在当地政府的协
调下，郭牌农业从寒亭区开元街道流转了1000
亩地，建设西瓜拱棚，在2014年全部建成。

要想在西瓜地里散步——— 左右逢源，老郭
和小由有着同样的认识，那就是抓西瓜的质
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老郭当年为维护声
誉，聘用30多名帮工，并分组编号，逐一落实
了“生瓜处罚”等管理制度，从1989年之后，
他们上市的西瓜生瓜率一直保持在千分之一左
右。

如今，小由重新踏上老郭走出的品控路。
“有的西瓜亩产上万斤，而我们的西瓜亩产才
3000多斤。我们也从不使用‘膨大剂’等激素
类物质，保证西瓜最原始的口感。”由守昌
说，弃产量求质量才能打造出精品西瓜，只有
严抓质量，才能打造出具有竞争力的品牌。

“选瓜挑剔，种瓜更严格。我们追求一蔓
一瓜，只卖头茬瓜。西瓜的品质是种出来
的。”由守昌说，每个西瓜在授粉期都会挂个
吊牌，一斤左右的时候把吊牌上的数字刻到西
瓜上。比如这个西瓜，“3、16、19”，就是三
号技术员、16号棚、19日授粉，这也决定了必
须哪一天摘瓜，从授粉到采摘，严格控制在50
天左右。

种西瓜最检验耐心。在两个月的时光里，
重复积累的工作，棉被孵芽，给西瓜喂豆饼，
一天一遍手工授粉……从源头抓起，小由有独
家育种育苗技术，西瓜种、西瓜苗全部独家培
育；西瓜不使用化肥，采用以香油渣子、豆
糟、麻糁为主要原料与特殊农家肥配制而成的
有机肥料，所用的肥料全部独家配制；连抓虫
子，小由都用上人工捉虫、虫吃虫、光源诱捕
害虫等物理杀虫方式，还使用微生物菌等生物
方式杀虫，确保西瓜生长过程中保证不使用农
药。

为了国产水果的荣耀

在经营模式上，小由没少动脑子。除了要

应对市场上面临很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如西瓜
价格波动、新竞争对手的出现、西瓜消费需求
波动以及西瓜种植成本变动等，他还敏锐地察
觉到企业发展战略中可能存在的资金风险。

“自己种，成本太高，不好管理，风险全
部由自己承担；收别人的瓜卖，成本是低了，
但品质没法保证，尤其是农药残留等很难控
制。”为此，小由和两位副总经理杨猛、邢石
磊合计了再合计。这组80后的“三剑客”决
定：采取“公司+农户”的方式。800多个棚，
分包给经过挑选的优秀种植户。承包人不需要
任何投资，但必须接受公司的统一管理。

郭牌农业给种植户提供统一的种苗、肥
料、农药，还有技术指导。西瓜收获后，公司
统一回收。种植户的唯一风险就是——— 瓜没种
好。

“从2013年起，公司就不再收散户的瓜
了。”小由说。2014年，郭牌西瓜销售破千万
元。那时，小由的西瓜也走出国门，进军韩国
市场。

人创作了品牌，而品牌又推着人朝前走。
早在1991年5月，郭洪泽便将自己的西瓜全部贴
上红塑料材质的“洪泽牌”商标，做到保熟、
保好。瓜差、瓜烂可凭商标退换。1993年，他
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册了“郭”字牌商
标。

从此，老郭的名牌西瓜受到了法律保护，
没人再敢冒名销售。郭洪泽的行动启发了寒亭
农民，种养加各业的村办企业、联合体和个体
私营业主相继效法，一些名牌农副产品相继拥
有了注册商标。

如今，在郭牌农业的包装车间，记者看
到，一个个大小相仿、散发着诱人瓜香的西
瓜，被工作人员熟练地打包、装箱。仔细观察
每一个西瓜，只见钢印正中“郭牌西瓜”四个
大字十分醒目，上方是郭牌的商标图案，下方
是品种、等级、出口基地编号、追溯码等信
息。“去年市场上有假冒的郭牌西瓜，对我们
品牌造成了负面影响，所以今年我们增加了钢
印鉴别功能。”现场工作人员说。

小由也感叹，当下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
还是不够。“我们去年开始用一款看似简单的
包装，其实费了团队不少心血，考虑到防震、
透气、保鲜，试验了多种材料，多次调整了造
型、尺寸和厚度。上市不到半个月，模仿者就
紧跟而上。模仿者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创造
者的心血变得一文不值。”

小由的办公室与生产车间是一体的。车间
内，洗萝卜的流水线在轰隆隆作业，东墙上贴
着“为了国产水果的荣耀”的激励词。要想触
摸这一荣耀，小由说，一定要坚持“健康、环
保、绿色”的企业文化理念。

“我们郭牌西瓜为了保证全年都有好瓜种
出来，踏着沙土地，跟着太阳种瓜。除了寒亭
区的1400亩基地，在新疆哈密、内蒙古巴彦淖
尔、海南陵水、辽宁沈阳等多地还有西瓜种植
基地，共5600多亩地。而农药、水肥不可能均
匀地分布在西瓜种植区域的每一寸土地，再加
上日照的影响，每寸土地需水量也不相同，这
既可能影响西瓜品质，也会造成部分西瓜种植
土地水肥、农药超标，又会造成其他土地水
肥、农药不达标，影响西瓜产量。”小由说，
摊子铺得越大，挑战越多。

品牌价值的提升，终究要落在西瓜的品质
上。“我们每一个环节，哪怕进步一点点，都
很了不起。”小由说。“在气候、土壤等自然
条件方面，如何平衡西瓜种植环境、种植技
术、市场价格、西瓜品质等因素是我们需要解
决的难点，而目前在这方面我们主要靠经验来
平衡，现在想通过与科研院所的合作解决这一
技术难题。”

在车间里，记者有幸尝到刚摘下的郭牌西
瓜，瓜瓤颜色红润，瓜皮有笔芯那么薄，一口
咬下去甘甜多汁。在小由看来，这种规格的瓜
还不够上市标准。“最近天气不好，有雾。白
天光照不够，晚上没敢放风，甜度还是不行。
我聘了一位水肥管理专业的博士，他在给我们
支招。”小由说。

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

和土地、农民打交道多了，由守昌的观察
也越发理性。“要让农民经得起市场的折
腾。”由守昌说，如果市场上某种农产品突然
供不应求，很多农民就会“蜂拥而上”种植，

产能过剩造成产品滞销损失惨重，最终结果是
农民被市场折腾得筋疲力尽，这样的事情他见
过很多。

看到“郭牌”西瓜销量很大，附近的农民
就想加入种植行列，由守昌经过层层筛选，把
符合条件的种植户从原来的四五户发展到了现
在的50多户。最初那些持有“种个西瓜也那么
多要求”看法的人，如今尝到了甜头，也对由
守昌心服口服了。

下一步，小由将继续探索合作社模式，拉
长产业链。在种子、化肥、农药、大数据等方
面对农户展开服务。“我们公司正处在由传统
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现在5600
亩种植规模在全国西瓜种植企业中并不具备规
模优势，仅山东省就有21家种植大户，全国有
几百家种植大户，我们公司需要利用农业优惠
政策不断扩大企业规模，加强专业化运作。”
小由的思路清晰而笃定。

跳出固堤看潍坊，小由说，目前潍坊市内
西瓜品牌商标有40余家企业，但这些企业之间
的产品大同小异，且各个企业之间竞争无序，
使得西瓜市场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而这些企
业通过运用价格战的手段来提高自己的市场份
额，导致西瓜市场上产品的价格持续下降，使
得西瓜的利润持续压缩，西瓜产品开始低端
化。

2015年，小由牵头成立了寒亭区西瓜协
会。“把西瓜精品户吸引进来，形成行业标
准，防止因为农药残留等问题造成品牌崩
盘。”小由说。从这年开始，郭牌西瓜开始打
省外市场，并在杭州、广州等地站住了脚。

小由说，自己确实喜欢农业，就目前看，
社会上各个行业都有精英，尤其是IT、金融、
建筑等领域，精英人士爆满，但农业领域精英
太少。“这一领域精英少，咱就容易混成个精
英。”他调侃道。

2016年，郭牌西瓜改变传统的地爬式种
植，升级为吊种。新的种植方式好处很多：提
高了种植密度，土地利用率翻倍；种瓜更轻
松，节省了人工；360度采光，西瓜品质和产量
提高，收获季节提前；湿度小，用药少了很
多。

2017年，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郭牌农业
拆了部分旧棚，建了7个对卷帘温室大棚。每个
大棚占地14亩，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西瓜全
部吊种。新大棚一年可种两季，亩均产量翻
倍。

“2011年，8块1斤；2013年，12块1斤；2014
年，16块1斤；2017年，20块1斤。”小由细数了
这几年郭牌西瓜一上市时的价格。2017年，小
由卖出了3000万元的西瓜。

目前，郭牌农业直接拉动了近50家种植
户。最多的，种了30亩，亩均纯收入1万元。今
年61岁的邢象山，早年跟着老郭干，现在跟着
小由干。“以前种过20多亩，现在年纪大了，
种了8亩。自己不下地了，雇人干活。一年净赚
8万块，妥妥的。”邢象山说。

最近两年，郭牌农业除了助力省内一些乡
村的精准扶贫，还走出省外，在延安建立首个
省外“产业合作”扶贫项目。

点燃一盏灯，照亮一大片。郭牌西瓜的二
度崛起，也打响了寒亭西瓜的整体品牌。仅固
堤，就有2万亩西瓜，并带动周边3万多亩。

今年，寒亭获批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借此机遇，郭牌农业又流转了1000亩土
地。“我们想建一个高标准、高效益的西瓜示
范园区。”在寒风凛冽中，小由带我们到示范
园区现场，指着大片的土地介绍着规划。

卖瓜之余，小由还取得了山东理工大学的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毕业论文便写的郭牌农业
的发展战略研究。“准备再读一个农学博士。
有了更专业的知识，可以把西瓜和农业进一步
做大。”小由说。

“女婿做事很踏实。郭牌交给他，我很放
心。”郭洪泽说。

老一代西瓜大王郭洪泽，仍发光发热；新
一代西瓜大王由守昌，正冉冉升起。

由守昌的生产车间东墙上贴着“为了国产水果的荣耀”的激励词。要想触摸这一荣耀，他说，一定要坚持“健康、环
保、绿色”的企业文化理念。这几年，他种西瓜、卖西瓜，把瓜种到新疆哈密、内蒙古巴彦淖尔、海南陵水、辽宁沈阳阳等
地。2018年，郭牌西瓜销售额达一亿元，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西瓜大王”……

由守昌：“跟着太阳种瓜”
□ 本报记者 卢昱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崔德文 于志君

潍坊郭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由守昌向本报记者介绍西瓜示范园区建设规划。
(本版照片由卢昱摄影)

西瓜大棚内绿意
盎然。

郭牌西瓜车间内激励
词“为了国产水果的
荣耀”十分醒目。

由团队设计的西
瓜包装上挂着吊
牌。

颇有创意的郭牌西
瓜广告文案。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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