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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我说你问我说

@杜安国——
记者：听说有很多外地人来你这采

摘、游玩？
杜安国：的确如此。这些年，随着沧

州的发展，尤其是乘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的东风，越来越多的人沿着堤顶路来到我
们农庄。这一点，从停在我们门口的车辆
就能看出来，有很多是北京、上海的牌
照。前段时间，我们还接待了外国朋友
呢！能够得到大家认可，我特别自豪。

@王福元——
记者：怎样看待青年返乡创业？
王福元：从一开始的不想回来，到现

在的以此为傲，我对返乡创业的看法发生
了180度转变。在很多年轻人眼里，和城
市相比，农村的吸引力要差很多。但是，

乡村广阔的田野也孕育着无限的可能和希
望。和父辈相比，当代青年有丰富的学
识、广阔的视野，更有无限的闯劲，能够
用己所能造福家乡、实现个人梦想，是一
件特别酷的事情。

@常倩——
记者：在遇到挫折时，有没有后悔过

当初的决定？
常倩：后悔谈不上，但我的确经常会

想，如果没有选择从事农业，现在的生活
会是怎样？从事农业虽然很辛苦，但也很
有成就感。在我眼里，看着那一株株菜苗
茁壮成长，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慢慢长
大。人生没有如果，既然作出了决定，就
要为这个选择去努力。与其后悔，还不如
用心思考如何解决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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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追梦人乡村追梦人 不负好时光不负好时光

当冰冻了一季的河水重新发出哗
哗的声响，当埋藏在雪里的麦苗再次
露出碧绿的嫩芽……我们看到，无数
优秀青年把根扎在乡村振兴的田野
上，在这片热土追寻着不一样的青春
梦想。

乡村是一方呼唤人才、造就人才
的大舞台。

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机遇，农业
创业环境的持续优化，以及各种政策
的激励，使农业成为广大青年创新创
业的新蓝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奔赴

广袤田野，在农业领域挥洒汗水、建
功立业。他们化身新农人，以勇气和
毅力成就事业，创造财富，收获精彩
人生；用新技术、新理念为农业带去
无限可能。

春天孕育着希望，青年象征着未
来。在这最好的时光里，无论是40岁
的杜安国、39岁的常倩，还是27岁的
王福元，他们都在忙碌中迎接着春天
的到来，也都在忙碌中收获着成长和
喜悦。在他们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
当代青年勇于挑战、敢于创新的时代

精神，也看到了他们在经历挫折时，
所展现出的毅力和顽强。

李大钊曾经说过：“青年之字典，
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

‘障碍’之语。”在最好的年华去奋
斗，让青春更有意义；在最好的年华
去挑战，让青春更具色彩。这才是真
正有意义的青春。

当今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广
大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期待更
多年轻人看到乡村发展的前景，敢于
做先锋官、领头雁，勇于投身乡村振

兴，善于把课堂所学和社会实践紧密
结合起来，在广阔天地大展才华，让
青春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绽放绚丽之
花。

这注定是一场双向奔赴，因为于
这方广阔的天地而言，这些厚植爱农
情怀、练就兴农本领、洋溢青春力量
的年轻人，他们就是春天，他们就是
希望。

奔赴希望的田野奔赴希望的田野
■ 知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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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在渤海新区黄骅
市旧城镇西崔庄村，我们那
儿土地盐碱，一般农作物种
了也不长。于是，村民们纷
纷种起苜蓿，这种作物不仅
耐旱耐盐碱，还是上好的牛
羊饲料。我们家从 2000年前
后开始种植苜蓿，到 2018年
我大学毕业时，种植面积就
已经有 500亩了，一直是直
供周围养殖场。

我在大学里学的是电子
商务。说实话，当初之所以
选择这个专业，就是毕业后
想在城里找一份体面的工
作，因为从小看着父母每天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实
在太辛苦。

可我也说不好是从什么
时候开始的，这种想法慢慢
发生了变化——从一开始的
不想回来，变成了想通过自
己的努力让父母不再那么辛
苦，帮他们扩大经营范围，
开辟更多的销售渠道。

我大学毕业时，正好赶
上“电商热”，全国各地很多
农副产品乘着这股热潮成为
网红产品，黄骅的面花、冬
枣，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那
时我就想，作为优质牧草，
我们黄骅的苜蓿是不是也可
以在网上火一把？

于是我回到村里，创办
黄骅市易农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并在淘宝网上注册了网
店。

想要干成一件事，说起
来容易，可做起来真难啊。
拍照、修图、推广……要学
习、掌握的知识特别多，感
觉比上学还要累。

好不容易把网店开起来
了，可由于店铺初期知名度
低，成交量一直是零。要说
不着急，那肯定是假的。但
我也知道，着急没用。论品
质，我们黄骅的苜蓿在全国
都有名，我坚信只要坚持下
去，销量肯定不会差。

我一边在心里给自己打
气，一边更加努力地学习网
店运营知识。通过半年多的
努力，网店成交量越来越
高，每天能收到 100多个订
单。我又乘胜追击，先后在
阿里巴巴和拼多多等多个网

络平台上开设了店铺。
不到半年时间，我们家

的苜蓿就在网上成了畅销
品，订单从全国各地飞过
来，这下可把我爸妈高兴坏
了。

那段时间，我一边忙
着打理网店，一边还想着
延伸产业链，提高苜蓿附加
值——如今，大家生活条件
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人把
兔子、龙猫、羊驼当作宠物
来饲养，如果我能把苜蓿制
成宠物饲料，那岂不是一个
巨大的商机？

当时，对于苜蓿深加工
项目能不能成功，我也不敢
确定，可即便如此，我的想
法还是得到了父母的支持。

购买烘干机，建起空气
能烘干房……2018年 10月，
在投入了20多万元之后，一
条崭新的宠物饲料生产线顺
利投产。看着眼前的一切，
我的心情既激动又忐忑。

没多久，我们生产的宠
物饲料成功“触网”，并很快
赢得了市场认可。春节前那
几天可把我们忙坏了，客户
纷纷囤积宠物饲料，我们每
天都要发出去 1000 多个快
递。

如今，我们家的苜蓿种
植面积，从我刚毕业时的
500亩增加到了现在的 1500
多亩，80%的苜蓿用于生产
宠物饲料，利润比过去提
高了 30%到 40%。我不仅实
现了帮助父母分担压力的
初衷，还带动了周围乡亲
实现就业，光是电子商务
公司这边就增加了 10 多个
固定岗位。

返乡返乡创业当起创业当起““新农人新农人””
王福元 27岁
黄骅市易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理

我是 2019年才开始接触农业
的。在这之前，我一直在成都发
展，从事高速高铁项目和进出口贸
易，业务遍及全国各地。

2019年，思乡心切的我从成
都回到沧州发展。当时考察了很
多项目，但左思右想，还是觉得
从事农业最妥当，因为不管到什
么时候，一日三餐都是人们离不
了的。

当我说出这个想法时，所有人
都提出了反对意见——“农业是个
技术活儿，你一个农业‘小白’怎
么干得好？”“农业投资大、回报
慢，还是选择其他行业吧。”

可我却觉得，相比农业的潜
力，这些并不是问题。不了解就
学，回报慢就等，只要路子选对
了，所有问题都能解决。

我用了半年时间去考察项
目。如今，人们对健康饮食的要
求越来越高，发展现代设施农
业，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一定大
有可为。

于是，我瞄准消费升级，最终
选择了智慧生态农业项目——蔬菜
全部使用无土栽培技术，不使用农
药、化肥和激素，以椰糠、营养液
和水为基质，生产最健康的食材。

可是，跨界从事农业生产谈何
容易。

2020年9月底，智慧生态园项
目正式动工。为了确保能在入冬前
完成建设，各项工作都要夜以继日
地往前赶。那段时间，我白天在工
地盯施工，晚上在家里学习农技知
识，每天连轴转。

紧赶慢赶，标准化智能阳光
生产大棚终于建成了。可不巧的
是疫情来了，农技人员一时无法到
位，很多设备无法正常使用，我只
能硬着头皮往上顶。

结果可想而知。因为经验不
足，我们培育的第一批菜苗大面积
死亡，最后不得不高价从别处购来
菜苗进行栽种。

2021年春节期间，我们种植
的第一批蔬菜终于迎来了收获，虽
然其间遇到不少波折，但结果还是
好的。在吃到自己栽种的蔬菜的那

一刻，我自豪极了！
这些年，为打造好这个智慧

生态农业项目，我先后投入了
1000多万元。到目前为止，生态
园占地面积达到 100 亩，拥有一
个 3000多平方米的智能玻璃温室
和 9 个标准化智能阳光生产大
棚，试种成功的蔬菜品种已有 200
多个。消费者对水培菜的认可度
越来越高，一些品种的蔬菜甚至
供不应求。

去年，我们又研发推出了家
庭阳台种植设备，消费者在家就
能吃上新鲜蔬菜，并享受种菜的
乐趣。

这种设备体积小巧，占地仅 1
平方米大小，可同时栽培 4 种蔬
菜，只要有光照、能通电，定期添
加水和营养液就能满足蔬菜生长所
需，一般十天半月就能吃上自己种
植的蔬菜。

今年春节，家庭阳台种植设
备正式面市，我们采用租赁的模
式，消费者只需支付押金、购买
菜苗和营养液，就能把设备搬回
家，平均每茬蔬菜的费用在六七
十元左右。这种方式受到不少消
费者喜爱。

多年的努力，如今有了收获。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我每天忙得站
不住脚，尤其是春节期间，工人们
连吃饭都得排班。

从一粒种子到一株蔬菜，从一
个想法到梦想成真，投身农业让我
体会到了不同以往的成就感。

我们我们种菜不用土种菜不用土
常倩 39岁
河北高绿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我的微信名叫“杜草莓”，因
为种植草莓就是我的事业。

今年是我从房地产转行从事农
业的第九个年头，也是我在转行后
度过的最忙碌的一个春节。从腊月
中旬到现在，来我们这儿摘草莓的
游客比平时多了30%以上，最忙时
一天接待了 1000多名游客。到了
晚上也闲不下来，还要给网上的客
户打包邮寄。

我是四川人，从小在农村长
大，虽然这些年一直在城市生活，
但心里始终装着一个田园梦。2015
年，机缘巧合之下，我从别人手里
承包了一片甜瓜种植园。那片地就
在运河区西屯村，紧邻市区和运
河，交通便利，顺着堤顶路就能到
达，而且周围风景特别好，非常适
合从事农业采摘。

因为之前从没做过农业，接手
后，我也跟着种起了甜瓜。第一年
的收成还算不错，甜瓜长势很好，
只不过由于甜瓜的上市时间相对集
中，采摘周期也会大大缩短，这对
农业观光园来说，是一个待破解的
难题。

第二年，我尝试种植了两个大
棚的草莓，草莓的采摘周期长达半
年。说起来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因为有了第一次的成功，在试种草
莓时，我没有聘请技术员，结果大
棚里的杂草长得比草莓还旺。

虽然首次尝试以失败告终，但
我并没有气馁。转年后，我请来了
技术员，还扩大了草莓种植面积，
增加到 10个大棚。那一年，种出
来的草莓品质不错，赢得了不少消
费者的认可。只是产量依然不高，
技术员跟我说，是土质的问题。

2021 年，为了解决土质问
题，我在西屯村又承包了一片土
地，重新建起了大棚。可就在大棚
全部建好的第二天，却收到了即将
出现暴雪天气的消息。

我从没见过暴雪是什么样子，
不敢大意，在车里守了一夜。雪越
下越大，很快棚膜上就积了厚厚一
层雪。为了防止大棚被压垮，我和
工人赶紧去清扫，可这边还没扫

完，另一边就又积满了。紧跟着，
我就听到大棚发出响声，眼瞅着它
们一个个倒下去，大棚里刚开花的
草莓苗也被压在了底下……

那场景我一辈子也忘不掉。我
就那么怔怔地站在雪地里，既绝望
又不甘——转行农业这些年，我每
年都要赔进去几十万元，梦想与现
实之间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

但我很快就从绝望中走了出
来，不断劝慰着自己：“干事业哪
有那么容易的？”

我重新振作起来，改进棚体设
计、引进智慧设备、增加种植品
种、学习农业知识……慢慢地，我
一步步将梦想变成了现在的丰成农
庄智慧草莓种植基地。

基地里的智慧农业综合管理系
统，能根据土壤墒情传感器、棚内
环境传感器采集的相关数据，进行
智慧化分析，并启动自动化程序，
对水肥一体机、电磁阀、卷膜机、
风炮下发指令，及时对大棚进行智
能化灌溉、施肥、通风、增温，以
达到适合草莓生长的土壤环境和棚
内空气环境。若遭遇极端天气，智
慧农业综合管理系统还能根据气象
站的实时数据参数，启动应急保护
预案，可以最大程度保护草莓大棚
免遭损失。

现在，我们的会员已经有几千
人，每天都有很多人开着车来农庄
采摘、游玩。

我我在河沿儿种草莓在河沿儿种草莓
杜安国 40岁
沧州丰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杜 安 国杜 安 国
的 草 莓 园 游的 草 莓 园 游
客不断客不断

王 福 元王 福 元
让 自 家 的 苜让 自 家 的 苜
蓿 在 网 上 成蓿 在 网 上 成
了畅销品了畅销品

常倩常倩（（左左
二二））和技术员和技术员
一 起 研 究 水一 起 研 究 水
培技术培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