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侯增梅

从创办自己的文化公司到投身现代农业发展大潮，从开始创业
时的举步维艰，到现在的荣誉满满，二十余年间，他带领团队走南闯
北，建大棚、设基地，播撒绿色种子的脚步从未停歇。如今，彰显“寿
光模式”的一座座蔬菜园区在贵州安顺、湖南新晃、江西乐安等地拔
地而起，棚内精心培育的果蔬焕发出一片片绿色生机。多年来，他和
团队用心用爱倾情奉献，让寿光发展经验在许多贫困地区落地生
根，带领当地群众走上了脱贫致富路。他就是寿光市第十一届政协
委员、寿光新盛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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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大熔炉练就钢铁意志
出生于圣城街道王家口子村的苏庆，从

小怀揣着军营梦。1993年，他如愿穿上军
装，走进梦寐以久的兵营。三年的服役是艰
难的，尤其作为一名野战军战士，他接受的
训练强度远超普通人能接受的程度。也正是
这种高强度、高密度、超严格的从军履历，
锻造了他不怕吃苦、敢闯敢拼的军人精神，
为之后成功创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退役回乡后，恰逢寿光提出建设文化强
市的目标，苏庆主动响应政府号召，积极投
身文化事业。“我本来就喜欢文艺，之前积
累了一些行业经验。”原来，入伍前的苏庆
曾是寿光市京剧团的一名京剧演员，14岁
便获得过登台演出的机会。后来，苏庆改行
唱民族歌曲，受过歌唱家阎维文的指导。因
为底子好，苏庆很快就进入了角色，民族歌
曲唱得有滋有味，深受观众喜爱。随着参演
次数越来越多，苏庆在业内越来越有名气，
还获得过寿光市民族唱法一等奖。后来，他
成立了自己的文化公司，组建了歌舞团，连
续多次组织举办有影响力的大型公益赛事，
创作了一系列具有寿光文化特色、风土人情
的曲艺歌舞作品，受到了我市相关部门的嘉
奖。

转战脱贫攻坚主战场
正当事业发展蒸蒸日上的时候，谁也没想到，2014

年，苏庆决定转行，投身扶农脱贫的热潮。“党的十八大
以来，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全面实施，身边不少战友响应
号召去外地搞农业，那时候我就想，寿光是中国蔬菜之
乡，有着丰富的建棚、种菜等经验，我们为什么不借着
这个时机走出去呢？”于是，他怀着一颗报效祖国、服务
农民的奉献初心，带着满腔传播“寿光模式”、助力偏远
地区脱贫的大爱情怀，离别家乡，来到创业第一站——
贵州安顺。

做农业不容易，尤其是对一名毫无经验的新农人而
言。由于对地理环境认知有偏差，苏庆在创业第一年便遇
到了大难题：蔬菜园区建在海拔1700米的高原上，试种
的苗子长势不好，后期结出的瓜果质量也很一般。看着自
己投入的心血就要付之东流，苏庆心急如焚。后来，认识
到地理差异等原因后，他多方查询、求教专家，最终，经
过土壤改良、更换肥料等办法，他的试种成功。

阴霾散去，看着蔬菜长势越来越好，尤其是听到当
地百姓那句“寿光人真厉害，种的蔬菜就是比我们的
好”时，苏庆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就这样，苏庆团
队的到来，让当地农户看见了脱贫致富的曙光，他们也
从一开始的不认可、不接受，慢慢转变为赞同支持、主
动参与。

在寒冷的高原土地上，绿色的“火苗”，渐成燎原之
势……

为一方百姓找到致富“金钥匙”
一座座蔬菜大棚拔地而起，一个个蔬菜基地投

入使用……历经多年的积累，苏庆经营的新盛达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已成长为一家新型农企，并乘政策
东风不断将“寿光模式”向全国各地传播，既为

“寿光模式”插上了“金翅膀”，又为一方百姓致富
找到了“金钥匙”。

目前，该公司累计培训新型技术农民15000多
人，直接带动就业6000多人。其中，在大别山南
麓、长江北岸的湖北黄冈，建设了规划面积1500亩
的叶路洲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在湖北黄石，建设了
占地面积700亩的阳新智慧农业产业示范园；在“黄
梅戏之乡”安徽安庆，规划建设了占地2200亩的潜
山市寿光模式智慧农业产业示范园……

一个个投资项目的成功落地，彰显了苏庆报效祖
国的军人本色和富民为先的责任担当。无论身在何
处，苏庆和团队都是用心做好每一个项目，规划建
设、种植管理、市场销售……里里外外都竭尽全力。
也正是这种接地气、真为民的积极作为，让他们得到
了当地百姓的支持与拥护。

“建设一处园区，带动一方产业，培育一批人
才，富裕一方经济。”从零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回
望公司的发展历程，苏庆所吃的苦只有他自己清楚。
他说，自己将牢记使命、砥砺前行，朝着“报效祖
国、一心为民”的初心目标奋力挺进。

军色不改 当好兴农富民“排头兵”
——记寿光新盛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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