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万年薪酒店高管辞职回乡当“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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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被孔合俊承包后，很多
农户都来她的合作社打工，赚的
还是土地流转和打工的两份钱。
为了保证农民收入，合作社规
定，凡是流转给合作社的土地，
每亩地的流转费用每年按1000
斤小麦来计算，而且小麦价格还
要比市场价高出5分钱。

2013年，孔合俊拿出50亩做
实验，两个农民专职负责种植胎
菊，然后再和合作社分成。当胎

菊出售后，当年六月到九月四个
月时间，两个农民每人都挣了五
万元，还不包括土地流转费用，
更重要的是，两个农民也成了种
植胎菊的“专家”。

随着种植种类不断调整，现
在孔合俊每年药材收获之后，都
会种上小麦。“手中有粮心里不
慌，种粮食可以大大降低种药材
的风险，无论何时都能‘保命’。”
孔合俊如此评价自己的种田策

略。眼下，田地里长势喜人的小
麦已经全部有买家了，订单在手
的孔合俊最主要的事就是把麦
苗变成粮食，而她的新帮手就是
那架无人机。

除了在种植技术上求新，
合作社已经与多家大型集团公
司建立了合作。孔合俊希望把
现代化管理、营销经验“嫁接”
到合作社，“让产量和收入都‘坐
上高铁’”。

灌好农药轻按遥控，无人机缓缓升起，十几分钟后，几
十亩小麦的农药喷洒工作就已完成。这是25日上午聊城高
唐县孔张村田间的一景，使用无人机喷洒农药，用的时间
少了，成本也得到了控制。

无人机的主人是孔张村的农民孔合俊，曾任酒店高管
的她辞职回乡成立合作社，流转土地4000多亩，而这架20万
元的无人机，只是她带领村民致富的一小步。

25日上午，高唐县尹集镇孔
张村的田地里，一架农用无人机
紧张工作着，飞机上下起伏喷洒
农药，连同被掀起的阵阵麦浪，
成为地头一景。

飞机的主人是孔张村的农
民孔合俊，这架学名为“农业植
保机”的家伙花了她20万元，其
中农业科技补贴占了30%。“一

人配药，一人遥控，很快就完事
了，喷药还很均匀，比人工要
好。”孔合俊对无人机赞不绝口，
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操作起来也
已经相当熟练。

用飞机喷药施肥，15分钟内
就可以完成30亩，一天能覆盖七
八百亩，不过孔合俊惦记的可不
只是这些。2011年，只有初中学

历的孔合俊成立了高唐县紫霞
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她带领
会员流转出4000多亩土地，其中在
尹集镇就有2150亩。“这么多亩土
地用人工费用太高，每次雇上百个
人，一年就要花十多万。你看这飞
机轻轻一飞，经济和时间成本都得
到大大节约，省下来的农民劳动力
还可以干别的事。”

100多人的活，飞机轻松搞定

别看孔合俊只有36岁，卖包
子、做罐头、织地毯等工作她都
干了个遍，1993年涉足酒店行业
后，孔合俊从服务员一步步做到
总经理。到了2011年，年薪20万
元的她做出一个惊人决定，辞职
回家种地。

在一次回家的路上，孔合俊
遇到了邻居孔大娘愁眉苦脸地

走来，上前询问得知，只是买农
药就花了60块钱。在孔合俊看
来，60元一点不多，不过孔大娘
的一句话触碰了她的神经，“这
60块钱我得攒一阵才能有，我这
把岁数，种地艰难，打工更是没
人要了。”

村里长大的孩子最大的梦
想就是通过种地致富，如何充分

利用土地还能保证农民收入，成
了孔合俊的心头大事。经过多方
实地考察，她决定种植中药材，
这既能发展现代农业，又能给父
老乡亲提供就业机会。

于是，高唐县紫霞中药材种
植专业合作社成立，孔合俊成了
手里有几千亩地的“大地主”，周
围的农民也被解放出来。

农民一句话触动她种地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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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还是绿的，就已经有买家了

25日，孔合俊的员工忙着操控买来的“农业植保机”打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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