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日，记者在归德镇见到
了张兆斌。两年的村官生活，
让他黑了不少，但言谈举止之
中也多了些成熟。

“我父母都是农民，从小在
农村长大，大学里学的也是园
艺学和果树学等，农村是最适
合我工作的舞台。”张兆斌说。

其实，在2009年从山东农
业大学毕业时，张兆斌面临着

多种选择。后来，是导师的一
席话，让他最终选择了村官。

“导师对我说，虽然在学校里
经常做果树、园艺的实验和课
题，但我最欠缺的还是对于农
民的了解。对于果树学专业学
生来说，农村是最好的就业舞
台，农民是最好的朋友。”

张兆斌选择了村官，却惹
恼了自己的父母。张兆斌的父

亲张光富说，他们两口子在农
村折腾了一辈子，再也不想让
孩子回到农村了。“我们希望
他留在城市里，哪怕工作一
般、租个房子，我们也不希望
他回来。”

但是父母最终没有拗过
倔强的张兆斌，在父母的不解
和劝说中，他正式当起了万庄
村的村官。

驻村两年，研究生村官张兆斌
为万庄留下两笔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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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兆斌(右)在基地里指导村民如何种芹菜。

“卖菜难”是当前不少地
方的普遍现象，但如今归德镇
万庄特色品牌蔬菜却销售得
红红火火，每天输出各种蔬菜
1万斤左右。

但在2009年张兆斌初当
村官时，基地种植的蔬菜远没
有这么受欢迎。“原来基地的
蔬菜缺乏宣传，尽管蔬菜的品
质很好，外人却很少有人知
道。”万庄村党支部书记万克敏
说，自从张兆斌来到村里后，基
地的宣传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看着这两年的菜价忽高
忽低，如果一味地种菜卖菜，
而不注重品牌的树立，基地永

远发展不起来。”张兆斌说，为
此，他在镇、村的支持下，申请
创立了“万鲁牌”商标，还被评
为了济南市著名商标。

创立了商标，树立了品
牌，但是每年种植哪些蔬菜，
张兆斌心里没了底。“现在网
络这么发达，能不能在网上了
解市场行情呢？”

有了这一想法后，张兆斌
就开始关注中国蔬菜网和中
国农业网，每天都会去这两个
网站上看看，并注册了交易
室。通过网站上的交易行情，
万庄村每年都会改变自己所
种蔬菜的品种和面积。

尝到了甜头的张兆斌，又
开始琢磨着创建自己的网站，
希望通过网站让更多人了解
基地的蔬菜。为此，在2010年
底，万源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的网站正式上线了，在这里有
关于基地各种蔬菜的介绍等，
可以让市民对基地有更直观
的感受。

村民张全介绍说，自从有
了“万鲁牌”商标和基地的网
站，来基地的客户是越来越
多。“现在我在基地打工，算上
打工收入、土地租金和分红，
每年收入一万多元，我非常知
足。”

一个商标一个网站 万庄蔬菜火了

得知张兆斌有可能要去
镇上任职的消息，村民们舍不
得，万克敏更是舍不得。在万
克敏的指导下，张兆斌对于万
庄村蔬菜基地的下一步发展
做了规划。“下一步基地除了
种植蔬菜外，还会增加林果种
植、观赏蔬菜等项目，这样的
话，可以扩大基地的经营项

目。比如我们会种上苹果、樱
桃、蓝莓等，吸引市民来采摘，
搞观光农业等。”张兆斌介绍
说。

蔬菜基地壮大了，村里的
其他方面也不能落后。据了
解，万庄村下一步打算在村里
建设一个占地10亩的老年公
寓，包括老年活动中心。同时，

为了让农村孩子能更好地学
习外语，张兆斌还从山东交通
学院请来了大学生，定期指导
村里小学生的英语。

“无论如何，这里已经是
我的第二故乡了。只要能让村
民受益，我一定会像原来一样
做好，这点毫不含糊。”张兆斌
说。

做好今后规划 难舍“第二故乡”

近日，济南市首次从乡镇事业编制人员、优秀村干部和大学生村官中选

拔部分乡镇领导班子成员，4名“80后”大学生村官首获提名，长清区归德镇

万庄村团支部书记张兆斌就是其中的一位。21日，记者走近这位刚入而立之

年的村官，倾听了他在村里的那些酸甜苦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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