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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菜农杨文成

靠蔬菜起家，靠蔬菜成名，寿光的农民依靠蔬菜走上了一条发家致富的道路。杨
文成是其中普普通通的一员，种大棚20年来，他经历了靠天吃饭到靠棚致富，解决温
饱到开车住楼的巨大变化。以前曾未想过的生活，正由一个个绿色梦想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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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惠 张浩

从靠天吃饭

到靠棚致富

天刚蒙蒙亮，杨文成就来到了
自家的大棚里，趁着天边初升的一
丝暖光，拉起大棚草帘子。大棚里
的黄瓜已经卖得差不多了，苦瓜还
能再卖一段时间。

起个大早摘苦瓜，就为了赶上
早市，卖个好价钱。

今年39岁的杨文成，种大棚已
经有20年了。成为菜农之前，他靠
着家里几亩地种点粮食，空闲时便
外出干点建筑，日子过得很紧巴。

还记得建第一个温室大棚时，
蔬菜大棚刚刚起步，仅有 2 0几米
长。盖大棚全指望着人工，靠四齿
子和铁锨一点点捣鼓。一人一天最
多的时候能建半米宽、一米半高、
十米长的一道墙。

“当时的温室大棚，站在里面
最高的地方都直不起腰来。”早期
的大棚最高只有1 . 5米，得弯着腰在
棚里干活。

而现在，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
展，他家的大棚经历了一系列变
化：从自己刨坑盖棚到使用挖掘
机、从手动卷帘到自动化卷帘机、
从生炉子给大棚取暖到自动控温的

冬暖式大棚。
如今，挖掘机、推土机全都用

上，一个晚上100米的温室主体就建
好了。而且大棚平均高度4 . 5米左
右，第五代大棚甚至高达6米，在里
面干活儿也越来越舒适。

在温室高度不断“生长”的同
时，支撑的水泥柱子也逐渐被钢架
结构所代替，“现在的温室大棚比
房子建得好。”杨文成笑着说。现
在，他的两个大棚每个都有100米
长，可相比以前，种起来却越来越
省心了。

从解决温饱

到开车住楼

杨文成家的两个蔬菜大棚是套
种的黄瓜和苦瓜，黄瓜现在卖得差
不多了，苦瓜从三月份开始能一直
卖到六七月。今年的蔬菜行情不
错，黄瓜在年前就卖到了五块多一
斤，杨文成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农田机械化护理让杨文成种菜
越来越轻松，而随着品种改良和技
术提升，蔬菜产量也是芝麻开花节
节高。“以前一年种两茬，一茬秋
后，一茬早春，黄瓜产量最多500公
斤。现在只种一茬，一天采摘量比
以前一年的产量还多。”

以前一到隆冬，大棚里结了
冰，只能靠生炉子增加温度，每个
棚一个冬天要烧掉五六吨煤，即使
这样，春节前黄瓜也下不来，现在
使用高温棚膜，就是天阴上一星期，
温度也比那时候高。

二十年来蔬菜种植，在孙集镇菜
农里，一个大棚一年换六七万是很平
常的事，杨文成慢慢也有了积蓄，原
来的小破屋也换成了二层楼。

不仅如此，今年家里还刚刚添上
了一辆日产仙逸。和大多数寿光菜农
一样，靠着蔬菜大棚，从三轮车到拖
拉机再到小轿车，杨文成家的生活也
越过越富裕，越过越滋润。

从种“大路菜”

到种“科技菜”

作为冬暖式蔬菜大棚的发源
地，寿光掀起了中国的“菜篮子革
命”，结束了冬季北方人吃不到新
鲜蔬菜的历史，目前这里的无公害蔬
菜大棚已经发展到40多万个。

和杨文成一样，这里的菜农个个
对“捕获”新技术和新品种特别敏锐，
每年寿光蔬菜科技博览会上展示的
新品种和新技术，很快就会出现在他
们的大棚里。新品种和新技术在开阔
菜农视野的同时，也增加了他们的

收入。
尝到了甜头，杨文成对改良蔬菜

品质更加上心。“现在都讲究吃的质
量和安全，我们种的无公害蔬菜只使
用土杂肥和一点高效、低残留农药，
全国各地的蔬菜收购商就是奔着安
全和质量好来的。”

但杨文成心里也有自己的担忧。
菜农都是靠大棚吃饭，而菜价

“大小年”又是不可避免的。
虽然这两年，菜价都一直都还不

错，可在前几年，棚里种的黄瓜还不
足一块钱一斤，也就勉强收得回成
本，赚不到多少钱。

谈及对未来的憧憬，杨文成有着
最 朴 实 的 想 法 ：“ 菜 价 越 来 越 高
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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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成在自家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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