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耿店村位于山东省聊城
市茌平区贾寨镇，全村 780
人，高标准大棚 700 多个，人
均拥有4.4个大棚。近年来，在
外打工的年轻人，有110多人
回归、扎根农村种菜，其中光

“85后”就有48人，“棚二代”
成了耿店村名副其实的新生
力量。

1996年，耿店开始种植老
式蔬菜大棚，因为不懂种植，
效益越来越低，越来越干不下
去。2002年，30岁出头的耿遵
珠上任村党支部书记。在分析
了当时村里的实际情况后，耿
遵珠认为要想提高村民收入，
还得靠大棚菜。可当时种植多
年的大棚芸豆因重茬出现大
面积死秧，村民已对种棚心灰
意冷。

为了重拾种棚信心，耿遵
珠带领耿店人到寿光参观，开
阔眼界。党支部还直接从寿光
聘请农业专家进村授课，指导
村民种上了黄瓜、尖椒、西红

柿。村民说卖菜难，耿店村就
自建蔬菜批发市场；村民说土
地流转难，支部就领办合作
社；村民说买苗难，耿店村就
引进优质育苗场……想民所
想，解民所难，耿店村的蔬菜
大棚又“活了”。

“只要你肯努力，干这个
一天比（打工）干一个月还挣
钱。”2019年，“90后”任召坤、
崔广丹夫妇俩回村，一个种辣
椒，一个卖辣椒，成为地地道
道的辣椒专业户，年入 50 万
元。崔广丹更是成为市场里小
有名气的“辣椒经纪人”，每天
批发辣椒至少3万斤。越来越
多的青年回到了村里，他们将
大棚种植作为自己的职业规
划之一。

1988 年出生的曹有忠是
土生土长的耿店村人，大学
毕业后，曾辗转于长沙、北京、
济南等多个城市就业。四年
前，在外漂泊了许久的曹有忠
果断回村，准备大干一场。

“真正吸引我的，是耿店村这
种开放的学习氛围。谁把棚
管得好，我们这些年轻人都
能免费看，免费学，村里的乡
亲们从不吝啬把自己的技术
教给我，耿店村的人一点都
不保守。”他说。如今他种着7
个辣椒大棚、11 个葡萄棚、
50 亩梨园。一亩辣椒棚一季
能产辣椒2.6万斤。

在耿店村种大棚，从买种
子到卖农产品，全程不用出
村。村里有村集体领办的育
苗场，有提供保姆式服务的合
作社，有客商稳定的批发市
场，还有大大小小的各种农投
品商店。

正是这样的开放环境，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村、外县、
外省的青年来到耿店村干事
创业。来自临清市魏湾镇薛王
村的“90后”夫妻薛士凯和王
秀玲就是这样被吸引过来的。
今年是两人在耿店村租棚种
菜的第四个年头了。种辣椒让

两人每年都有近40万元的纯
利润。“我们以前在北京、东北
等地打工，听说耿店村种棚收
入高，于是，就决定返乡创业
了。现在我们已经租了5个棚，
棚均 1.6 亩地，只要村里再建
棚，我们就继续租。”薛士凯自
信满满地说。

在各方面配套齐全，生活

稳定的情况下，“棚二代”干劲
十足，充分发挥自身的聪明才
智，促进了耿店村大棚蔬菜产
业的发展。如今耿店村人均纯
收入4.5 万元，村集体公共积
累资金超过1200万元。“户户
都有大棚菜，家家都有小汽
车”成为耿店村的生动写照。

本报记者 王凯旋

新农村，新气象。随着越来
越多年轻人返回农村，农业发
展也有了新生力量。在山东省
济南市莱芜区杨庄镇的朱屈街
村，一位名叫朱甲强的年轻人，
坚持在农村这片广阔的土地上
耕作，通过一年四季高效利用
土地实行蔬菜轮作，实现了亩
收入 2万多元，并带动了周边
群众一起走上了致富路。

朱甲强很早就开始外出打
工，但几年过去，缺乏社会经历
的他也没有挣多少钱。于是，他
便毅然决然回到了村里。“当时
我是有一个不服输的心，回村
里一定要干出点名堂来给大家
看。”他说。几经思索后，他决定
先从自家的土地上“做文章”。
他看到村里家家户户依然是传
统的种植模式，种植玉米、小麦
等粮食作物，一亩地年收入不
到2000元，而外出打工的他也
看到过一些地方靠着种植蔬
菜、水果等作物富了起来。于
是，他开始琢磨从改变一成不
变的传统土地种植模式入手，
由种植粮食作物改成种植经济
作物，提高土地的经济效益。

随后，他率先在自己的承
包地里种植了1亩生姜和2亩
大蒜，当年年底经济收入就提
高到了亩均4000元。不过，这
一结果也让朱甲强又喜又忧。
喜的是新模式获得了成功，忧
的是经济收入虽然提高了，但
若是仔细计算，种姜、蒜的用工
太多、费用高，管理也复杂。不
满足现状的朱甲强又潜下心来
开始钻研其他的种植模式。

2016年，朱甲强在地里开
始了蔬菜轮作的试验。先是小
规模进行，他在地里划出一片
区域作为试验地块，然后与其

他地块比对经济效益、管理方
式。经过两年的摸索，他终于掌
握了“窍门”，成功地把一亩地
一年种植两茬作物改变成了种
植四茬蔬菜。蔬菜品种有菠菜、
小葱、香菜、生菜等，这些蔬菜
被周边大型超市采购。他种植
一年的亩收入又翻了几番。

“人勤地不懒，轮作种植蔬
菜要有耐心和恒心。”朱甲强
说。“我在2月种植菠菜，40多
天收割后，按照超市要求把菠
菜分等级装箱送去。4月育上
葱苗，到6月小葱收获上市，接
着再播种香菜。经过三个月生
长期，到9月，香菜就能长成，
超市、菜市场都抢着上门收购。
9月，种植早已提前育好的生菜
苗，经过近两个月的管理就可
以上市销售，销往济南、泰安等
地。一年四季轮作种植蔬菜，土
地种植的最大化效益就出来
了。”

朱甲强通过不断探索创
新，摸索出了独特的蔬菜轮作
种植模式，亩收入已超2万元。
他也成了当地人交口称赞的蔬
菜种植能手。自从他掌握了成
熟的种植蔬菜轮作经验后，时
刻不忘乡亲们。近年来，他把自
己掌握的种植技术毫无保留地
传授给了周边的村民。现在，同
村的十几户村民已经在自己的
承包田里实行了蔬菜轮作种植
模式，经济收入普遍地从一亩
地不到两千元提高到了两万多
元。如今的朱甲强已经成了大
忙人，一边坚持学习农业科技
知识，一边手把手传授村民蔬
菜科学施肥、浇水的管理方法，
忙得不亦乐乎。今年，朱甲强又
承租了十余亩地，准备再大干
一场。 本报记者 王凯旋

在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
枞阳镇新丰村的青园心家庭
农场，负责人余青青看着一个
个紫红饱满的茄子喜笑颜开。
工人们熟练地采摘、装箱、外
运，一派忙碌的景象。“今年茄
子品质比去年好，产量也高。”
10年前,余青青还是广州这
座大都市做讲师的都市女性，
如今，长时间在田间地头与瓜
果和泥土相伴下，虽然她的肤
色被阳光染深了，但她的笑容
却也更加灿烂。

余青青是新丰村人，大学
毕业后一直在广州打工，从
事教育培训工作，稳定的工
作和不错的收入让余青青过
着轻松的职场生活。2014年，
在外从事蔬菜生意多年的余
正样夫妇看到蔬菜种植的商
机，萌发了回乡种植蔬菜的
想法。余正样夫妇希望女儿
能回来帮自己。“父母为我们
辛苦了半辈子，现在想回家
做点他们想做的事，我肯定
会支持，而且我也觉得现代
农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便
决定辞职回家跟爸妈一起
干。”她说。

2014年，余青青返乡从事
蔬菜种植，开始了自己的创业
之路，成为了一名乡村“新农
人”。在村里流转了200多亩
土地。他们一家仅用1个月的
时间就搭好了20多个大棚，在
当年底就种上了首批蔬菜。

如今，在父母的帮衬下，
余青青把200多亩的蔬菜基
地打理得井井有条，每年能

出产各种有机蔬菜一两千
吨，其中辣椒、茄子、花椰菜
等获国家绿色产品认证，稳
定供应安庆、铜陵等蔬菜批
发市场和多家大型企业食
堂，年销售额达到三四百万
元，公司也发展成了市县级
农业龙头企业。

“我家原是贫困户，自
2016年来到蔬菜基地务工，
一年也有两三万元收入，于
2020年顺利脱贫。”村民唐真
华开心地说。余青青告诉记
者，在基地用工方面，他们一
直都坚持困难户优先，在同
等工作量上，付给困难户的
工资要比其他工人每天多一
二十元。目前，像唐真华这样
长期在蔬菜基地务工的村民
有20多人，其中曾经的5名
贫困户都因此顺利脱贫，用
工高峰期每天高达 100 多
人。为了帮助其他农户发展，
她还无偿为当地蔬菜种植户
提供苗种和技术服务。

2018年11月，枞阳县启
动实施六大特色种养业扶贫

“万千工程”项目。对生产有
机蔬菜前景十分看好，一直
想扩大生产但苦于缺少资金
的余青青抢抓机遇，成功申
报了设施蔬菜“万千工程”项
目，每年以8%的分红分到各
个村合作社。

“余青青聪明好学，善于
接受新鲜事物，做起事情更
是踏实勤恳，在自己走上致
富道路的同时，还不忘带动
村民增加收入。近几年，她积
极吸纳村里的剩余劳动力到
基地务工，每人每天 80元-
100 元的工资，靠着这些收
入，群众的生活质量有了很
大提高。”新丰村党支部书记
吴神友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让余青
青感触颇深也激动万分。她表
示：“作为一名新农人，我要利
用好当地的地理优势，继续扩
大蔬菜种植规模,发展生态循
环农业，带动更多的群众致
富，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 本报综合报道

返乡种菜“棚二代”年赚50万元

10年前“职场白领”
变身为乡村“新农人”

年轻人向前辈学习技术

大田蔬菜轮作 四季都有新鲜菜

余青青与工人在棚内采收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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