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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到菏泽，从“码农”到果农，小伙子———

走出高端写字楼，踏上有机农业路
3月30日9点多，鄄城县彭楼镇

王集村外的苹果园里，一对母子正
拖着行李箱向外走去，向菏泽火车
站出发。而丈夫陈渊目送他们离去
后，就转身回到苹果园，继续忙农
活。

“地里活多，我经常忙得抽不
开身，每回他们来，都是自己
走。”陈渊说，自他到果园发展
后，便与家人聚少离多，都是妻子
带着孩子到果园相聚。看到家人为
自己奔波，陈渊心中满是愧疚。

今年31岁的陈渊，并非鄄城本
地人，他与家人定居天津，在北京
一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个坐在高
端写字楼里写代码编程序、年薪近
20万元的“码农”。直到2018年4

月份，一个叫陈安生的人，改变了
他的工作轨迹。

当年，在王集村发展农业项目
的陈安生，找到陈渊公司负责人，
希望能得到互联网技术的支持。
“陈老师种植了300亩苹果树，采
用的有机种植管理模式，他想把模
式汇总留存，因年纪大不擅长使用
电脑，所以公司就派我来帮忙。”
陈渊说，原以为，他帮完忙就可以

返回公司，却不想这一来，就没再
走。

“通过整理资料，跟着陈老师
下果园，觉得发展有机农业很有意
义，便决定留下来。”陈渊说，他
跟公司协调好后，把工作重心转移
到农业上。从此，他踏上了有机农
业发展路。

从对农业一窍不通，到为果园
发展出谋划策，陈渊付出了艰辛努
力。白天，他一头扎进果园，跟着
陈安生学习请教，一呆一整天，踩
得满脚泥，还经常跑到其他果农那
里，学习积累不同技术和经验。晚
上，加班汇总资料，边汇总边研
究。此外，他还与北大农学院等多
所农业院所联系，得到果树种植需
要的理论和数据分析等。

2019年，陈安生在其他乡镇扩
种了3000亩地，1700亩种植小麦、
大豆等作物，剩余1300亩种植了果
树，还间作了红薯、萝卜等。在参
与苹果树管理中，陈渊观察发现苹
果树间作的农作物，并不是很适合
一起生长。

“种红薯要起高垄，起的高会
伤到苹果树根，起低了红薯就长不

好。”陈渊说，他发现换成油菜、
蘑菇会更好。油菜易种植，所含有
机质高，除了能获得收益，还可以
打碎还田有助于果树生长，“上一
茬红薯收获后，我们就换种了春油
菜。”

为了促进果树生长，在施肥方
面，陈安生一直施用的是从内蒙古

买来的羊粪，一吨1000多块钱，虽
然效果很好，但却使种植成本大幅
提高。通过调查，陈渊建议用腐熟
的奶牛粪代替羊粪。奶牛粪营养成
分容易被作物吸收，价格便宜能大
幅节省成本。

现在，他的苹果园和大田全都
换用了奶牛粪。“施用奶牛粪，一

亩果树种植成本能省500块钱。”
陈渊说，对于有机种植果树，他有
不少待实现的新想法，目前正跟农
业高校对接，希望能获得帮助，将
自己的主观想法客观量化，实现从
经验种植向精准种植过渡。

在改良种植管理模式的同时，
陈渊也致力于扩宽农产品销售渠
道。“之前，一直在种植上下功
夫，销售渠道滞后，大都走的熟人
订单。现在种植规模大，必须搭建
固定的销售渠道。”陈渊说，他们
的苹果、黑小米、大豆等有机农产
品整体价格，会比普通种植的农产
品价格高出2-3倍，不适合商超零
售和批发，所以选择了以礼盒方式
销售。

“今年，我们还发展了订单种
植，已经和泗水一个客户谈好合同，
按照客户需求，分地块种植农作
物。”陈渊说，种了将近3年的有机
苹果树，他认为自己在这条有机农
业路上，还需要不断摸索总结，不
断完善种植体系，才能实现种植环
境、产品质量和社会效益共赢。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婷
通讯员 房正

陈渊在查看果园里的土壤情况。

农民现在卖东西，除了坐等
上门收购、赶集串巷，还多了一
个很好的选择：上网去卖。不过
农民上网卖的东西，要不是价格
较高的东西，如山珍海味之类；
要不就是当地有特色的产品，如
瓜果蔬菜之类。这些东西往往个
头不大，易包装，好运输。

而无棣县水湾镇东谷刘村29岁
的陈宾，说起自己在网上卖的东
西就有点“尴尬”：他卖的是用
苇子做的苇帘，东西大不说，很
多家庭现在还真不用。“尴尬”
中，他还有小骄傲：就是这样的
东西，2020年他在网上卖出去300

万元的货品。
高中毕业后，陈宾选择了

“随大流”。全村几乎家家户户
加工苇帘，他的父亲陈宝祥收购
苇帘，然后再卖给出口公司，中
间挣点差价。陈宾的选择，就是
跟着父亲收苇帘。

当地农民做的苇帘，卖给出

口公司，然后运往世界各地，产
品很少在国内销售。陈宾从苇帘
的销地，看出些门道：都是些发
达国家和地区。这些地方的人有
钱，住的是高楼大厦，看的是灯
红酒绿。水湾镇农民做的苇帘，
不但精美，更重要的是带着原始
的自然气息。于是，那些有钱的
外国人，就拿这种苇帘当沙滩
帘、阳台帘、篱笆帘、晾晒帘，
甚至拿来搞室内装修用。

中国人以前不富裕，住上楼
追求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没有
人看上苇帘。“可现在不同了，
一些家庭很富足，他们开始喜欢
纯自然的东西。”陈宾说，“有
些人出游，不去名山大川，而是
去 普 通 的 乡 村 ， 就 是 这 个 原
因。”

因为这一想法，2014年陈宾在
网上开店卖苇帘。刚开始时，生
意并不好，有了订单还要把苇帘
送到县城才能发货。为了解决如

何包装1-2米高的苇帘，就让他摸
索了一段时间。

4年以后，他的订单多起来，
而且主要是国内客户。陈宾说，
他在国内卖出去的苇帘，如果是
家庭用来当窗帘之类的，一个订
单200多元；如果装饰有农家风味
的庭院，要2000多元。

现在，陈宾平均一天要发走
1500斤的苇帘，以前走村串巷收货
的父亲早就给他打起了下手。好
处是，陈宾不缺产品，周围那么
多加工苇帘的乡亲，乡亲们把加
工出来的苇帘直接送到他家门
口。该发货了，一个电话，物流
公司的车就上门来拉货。这让陈
宾在忙着接单时，省了很多心。

“现在一年能卖出300万元的
货，主要是城里人买走的。”陈宾
说，“随着有钱的人越来越多，国内
苇帘市场只会越来越大。”

农村大众报记者 孙成民
通讯员 高士东 高利民

富起来的人家开始喜欢起自然的东西

无棣小伙做了一帘苇梦

4月2日，泗水县高峪镇西头村
600亩桃花正在盛开，引来众多前
来赏花的人。这600亩桃园，是西
头村党支部领办成立的合作社，流
转了村民的山岭薄地种植的桃园。
2019年桃园整体外包给一家农业企
业，村里收取服务费，仅此一项，
为西头村村集体增收9万多元。

西头村位于高峪镇的北部山
区，南面有望母山，西邻大云寺，
全村有5000多亩丘陵山地，980户
3824口人。2016年之前，这5000多
亩山地常年种着地瓜、花生，因地
里的收入少，村里的年轻人几乎都

外出打工去了。
如今的西头村荒山已变成青

山，各种果树种满山坡。这些变化
都离不开村里的一位带头人——— 西
头村村党支部书记陈云，是他提出
成立合作社种植果树的思路，带领
村民致富，增加了村集体收入。

陈云今年48岁，开过大车、搞
过养殖，养成爱琢磨事的习惯。
2014年担任西头村村党支部书记
后，他就想着如何带领村民致富，
如何增加村集体收入。

“村集体有了收入，村子的发
展才有潜力，要想村民富裕，就必

须想法赚钱。村里有山地和水库，
发展果树是个可行的办法。”陈云
说。

谈起果树发展，陈云说：“任
村支书那年，我看到村里老技术员
陈富民家里种着2亩苹果园，一年
能收入五六万元。如果把村里这些
不便耕种的地和村民不愿种的山
地，流转到村里种上果树，就是一
亩地纯挣500元，也是一笔不少的
收入。”

从2016年开始，村党支部牵头
成立了泗水县七彩林果种植专业合
作社，80多户村民自愿加入，村民

以资金或土地入股的方式，流转了
6 0 0亩山地，筹集了 3 0多万元资
金。

合作社成立后，陈云带领村
“两委”成员和村民代表到外地考
察。考察中发现，山地种冬桃是一
个不错的项目。于是合作社定了
8000棵桃树苗，一万棵原生苗(嫁
接用苗)，在流转的600亩山地上种
下了桃树。

为了解决果树前两年不结果的
问题，陈云带领村民在林下种植地
瓜增加收入。同时，合作社又陆续
流转了村民的4000多亩山地，解决

了村民种地难的问题，并在流转的
山地上发展起了苹果园，建起草莓
采摘大棚。

2019年，合作社将600亩桃园
整体外包给一家农业企业，企业负
责村民的土地流转费和分红，并给
村集体服务费，村里负责水、电、
路等服务项目。

陈云感觉按这个路子走下去肯
定能挣钱。他先后把合作社流转的
5000亩山地，发展起来的果园，又
外包给了3家农业企业。流转果园
的这4家企业，每年能给村集体带
来45万元以上的收入。

“企业管理规范、有专业的技
术人员。果园承包给他们，不仅实
现了村集体经济增收，也保障了村
民的收入，还为村里的闲散劳动力
提供了就业岗位。”陈云说。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天银
通讯员 包庆淼 冯 健

一个能人回村，五千亩秃岭变花果山
每年给村集体带来45万元收入

4月10日，在贵州省铜仁市
江口县德旺乡净河村的鲟鱼养
殖基地内，工人展示成品鱼。

近年来，贵州省铜仁市江
口县充分利用优质水资源，发

展特色冷水鱼养殖，打造集繁
育、养殖、科研为一体的冷水
鱼综合产业体系，不断擦亮当
地特色水产新名片。

新华社发

冷水鱼 富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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