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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人扎根元谋
种出18亿元黄瓜产业

□农民日报记者郜晋亮、李浩报道

在云南省楚雄州元谋县的土地上，
有5000多名河南人在种植黄瓜，把黄
瓜种成了超18亿元的大产业。

故事要从1998年说起，当时河南
省周口市扶沟县的几名菜商到元谋收购
蔬菜，意外发现这里气候温暖，产出的
蔬菜品质好。到了2011年，准备转行
的几人把扶沟的种菜技术带到元谋，开
始种植经济效益较高的黄瓜。

“最初只有 18 亩地，我们到这里
时，已经扩展到1600多亩。”万建兵是
在元谋种黄瓜的河南人之一，2015年
他同几十名老乡来到元谋，从“不会
种”到后来的“带头种”，目前5000多
名河南人到元谋种黄瓜，其中90%来
自扶沟县。

元谋属于典型的干热河谷气候，光
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冬季气温在
20℃以上，这个自然界的“温室大
棚”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理想环境。

“这里光照时间长，种出来的黄瓜口感
好，而且只需要普通大棚，种植成本要
比北方低很多。”万建兵表示。

得益于气候优势，元谋黄瓜主打反
季节种植，在10月至次年4月上市，价
格优势明显。元谋黄瓜产业协会、云南
绿业元果蔬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张小康
告诉记者，冬季市场上的新鲜蔬菜相对
较少，元谋的黄瓜正好填补这一空缺，
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他算了一笔账：
以全县近6万亩黄瓜种植面积来算，净
利润有7.2亿元，总收入可达18亿元。

河南人特别注重“传帮带”。最早
一批过来的河南人，凭借着多年的种植
经验，手把手教后来的老乡，形成“一
带十、十带百”的良好传统，形成一个
良性发展的种植群体。张小康保守估
计，至少有上千名老乡凭借种黄瓜年收
入过百万。

□记者侯庆强

有这样一帮河南人跨千里在云
南元谋种黄瓜，上千人年收入过百万
元，不仅自己赚了钱，而且为元谋种
出了一份大产业——5000多名河南
人种成超18亿元的黄瓜大产业，这一
现象引人深思。

这或是一种“共富精神”
在乡村振兴的大浪潮中，我们首

先要肯定、赞许这帮在外拼搏的河南
人，肯定他们背井离乡在外的创业劲
头，赞许他们一个老乡带十个、十个
老乡带百个……那种可贵的“传帮
带”精神，不仅带动了老乡创业致富，
更为当地人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这
或许就叫“共富精神”吧！

事实告诉我们，从河南人敢于走
出家门远赴云南创业，又验证了这样
一句话：天下之大，机遇处处在，不必
固守在家门口，大胆走出去，或许海
阔天空。

当下，我国乡村全面振兴的步伐
正全力前行，乡村发展更是如火如
荼，各地不断创新的支持政策，激活
了乡村发展，吸引着自主创业者。河
南人认准了元谋这块热土，而且一干
就是十几年，元谋已经成了他们的第
二故乡。

在农民日报记者采访的报道中
这样提到：春节前夕，在元谋种黄瓜
的河南人万建兵夫妇的两个孩子也
来到元谋。“这是我第9年来元谋过
年，第一次来的时候才1岁，还不记
事。这里很暖和，主要是能跟爸爸妈
妈在一起，我觉得很开心。”万建兵的
女儿笑着告诉记者。对于许多河南人
来说，元谋已经成了他们的“第二故

乡”。云南绿业元果蔬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张小康也深有感触，他刚来元
谋的时候，还是个不懂农业的大学毕
业生，现已在云南定居，有了自己的黄
瓜事业。“公司有50多个基地，每个基
地1个负责人，这些负责人会把河南
的家人接来过年，每年吃年夜饭都能
有200多人。”张小康笑着说。同他一
样，许多老乡已经习惯元谋的生活，虽
然也会想念老家，但也只能在夏天空
闲时回去看看，他乡已然成故乡。

河南人带到元谋的先进种植技
术和“传帮带”传统，是产业成功的重
要因素。起初，他们从河南邀请老技
术员指导，后摸索出适合元谋的种植
方法，关键在于舍得投入成本，选用
好种子和好肥料。同时，最早一批河
南人凭借多年经验，手把手教后来的
老乡，形成“一带十、十带百”的良好
氛围，通过“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
友”，扩大了种植群体。

为什么要选择元谋
为何选在元谋，而不是其他地

方？这也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答案。
通过多角度分析，河南人选择扎根千
里之外的元谋，应看准了这样几个要
件：

一是气候条件。元谋属于典型的
干热河谷气候，光照充足、昼夜温差
大，冬季气温在20℃以上，堪称自然
界的“温室大棚”。与北方相比，这里
光照时间长，种出的黄瓜口感好。河
南冬季寒冷，蔬菜生长受限，需依赖
温室大棚和人工补光，而元谋冬季温
暖，仅需普通大棚即可，大大降低了
种植难度和成本。

二是成本因素。在种植成本上，
元谋的普通大棚成本远低于北方的

高标准温室大棚，且元谋土地租金相
对合理，当地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成本
较低，进一步降低了生产成本。相比之
下，北方冬季蔬菜种植需投入更多资
金用于保暖、补光等，种植成本加大。

三是市场环境。元谋黄瓜主打反
季节种植，10月至次年4月上市，此时
北方冬季蔬菜供应相对短缺，元谋黄
瓜正好填补市场空白，凭借新鲜和口
感优势，价格往往较为可观。并且，元
谋交通便利，公路、铁路运输网络发
达，能快速将黄瓜运往全国各地，降低
了物流成本，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四是当地政府支持。缺水是当地
发展的一大瓶颈，为让每一滴水都能发
挥最大作用，元谋县实施了灌区20万
亩高效节水灌溉项目，构建起从源头
到地头800多公里全覆盖的水网，解
决了农业用水这一关键问题。元谋成
立了黄瓜产业协会，进一步推动了产
业的良性发展。协会成员可交流种植
经验，依据市场行情及时发布每日价
格，掌握市场定价权，使订单式种植
的元谋黄瓜销售无忧。

作为全国5个南繁冬夏繁基地之
一的元谋，近年来黄瓜产业不断发
展。元谋黄瓜产业的发展，不仅让河
南人赚到了钱，也给当地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好处。当地村民算账说：按保守
的每亩3000元计算，仅地租一项，当
地人每年就能挣到1.8亿元。为了拓展
黄瓜事业，河南人把眼光放得更远了，
逐步在向周边县拓展种植规模。

河南人在元谋种黄瓜，不仅让河
南种植户在农业领域获得成功，也为
元谋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实现互
利共赢。这一现象不仅是农业领域的
成功典范，更蕴含着诸多值得深入剖
析的发展密码。

机遇或在千里之外
——河南人在元谋创业致富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