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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广华 贾凌煜
万兵

实习生 熊瑜

以前单位刷卡吃饭
现在事事自己张罗

老父亲上次见到张国华，
已经有段日子了。5月6日下午
3点，张国华从青岛回来，没回
家，而是径直去了山下小木屋。
匆匆吃完从镇上买来的水饺，
他就为第二天接着出去学习做
准备。

“都说行万里路，我只今年
就过这个数了。”张国华是五康
轩现代农林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2015年初，他和四个小伙
伴一起创立了这家公司。包下
2 0 0 0 亩山地，取名“郭里庄
园”，以林业为主，辅以经济农
作物，至今已投入四五百万，预
计2018年会有收益。

由于前期投入大，张国华
压力也大，忙起来一天只睡4
个多小时。春节过后，他又马不
停蹄地去上海、贵州、深圳、北
京、新疆等地，拜访专家，对接
业务。

这一切都是张国华自找
的。1980年出生的他，2001年
从山东政法学院大学毕业后留
校当了6年辅导员，2007年，他
折腾着去考了任城监狱的狱
警，一干8年。去年他又不安分
了，2015年初，他被单位派往
北京参加培训，其间到一位大
姐承包的山里游玩。2万多亩
的地界，没有食堂，没有酒店，
自己种菜吃，完全自给自足。
只住了两天，他就感叹，“这就
是我要的生活啊！”

回到家，张国华找四个小
伙伴一商量，包下了郭里镇的
这个山头。说干就干，他连公务
员也辞了。离开单位的日子，原
本规律的生活突然一团糟。“以
前都是单位刷卡吃饭，现在鸡
蛋要自己煎，面条要自己下。”
张国华说，在单位到点领工资，
什么事都靠组织，现在自己成
了别人的“组织”，得想着给员

工发工资，刚离开体制的头几
个月，还真有点儿难适应。

种毛豆赔了40万元
全国各地去取经

扔掉“铁饭碗”返乡创业，
家里老人也极力反对，而更大
的挫折还在后头。

2015年7月，庄园里的毛
豆熟了。张国华原以为能挣
100万，够年底各项开支。然
而，毛豆的最佳采摘期只有三
天，任务重时间紧，却一时招不
来采摘工人。开的人工费一直
涨，幸亏镇里安排各个村大喇
叭广播，才凑齐人手。那几天，
张国华在地里一待一天，晒得
皮脱了好几层，饶是如此辛苦，
最后一盘算，还赔了40万元。

事后，几个合伙人反思，有
管理问题，有天气原因，还有重
要一点，五人中有四个都是城
里长大的孩子，脚上没沾过泥。

“那段时间，整个人都不好
了，感觉没了活路。”张国华回
忆，当时不愿意出门，一度抑郁
了。最后他接受妻子建议，出去
学习。从北往南，从东到西，拜
访了无数专家，参加了无数培
训，对行业有了新的认识，也摸
索出不少招。

于是，做果树认养、草鞋农
耕、国学夏令营、星星诵诗会，
举办青少年植树活动，成立济
宁市青少年绿色联盟……经过
一年多努力，公司有了起色，生
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在郭里庄园逐步显现。

5月6日，张国华的父亲第
一次来郭里庄园。要知道，儿子
辞职没和父亲商量，老父亲一
想到自己双腿还没从泥地里拔
出来，儿子竟然主动踏入，气得
一直不愿来庄园。“以前是大学
老师，后来考上公务员，是一名
警察，这是祖坟上冒青烟的事
啊。”老父亲说，儿子辞职去种
地那是不务正业。

都一年了，这次来到庄园，
老父亲左瞧瞧、右看看，终于明
白，这和自己的种地完全不是
一个概念。而张国华也一直在

思考，“农民种地为啥收入少？
他们认为粮食就是粮食，没有
意识到这是产品，只是卖作物，
我们把粮食变成产品，把产品
变成品牌，就如一瓶水，价格从
几元到几百元都有。”他说，自
己要做的就是把农民做不好的
做好，把农业形成品牌，这需要
年轻人加入进来，他能预见，未
来会有更多年轻人回到农村。

别人闲看朋友圈
农场里只顾喂鸡养羊

在离邹城近200公里的平
阴县东阿镇东黑山村，原本是
城里小老板的马瑞莲也不甘于
仅仅喂鸡养羊。

从山东师范大学毕业后，
马瑞莲先是在济南一所专科院
校当了一年老师。“恰逢山东一
家知名IT公司招聘，我又去应
聘做了店面销售，经过四个半
月的努力做到了中层管理。”马
瑞莲说，干满两年后，自己又成
立了公司，从事笔记本的贴膜
和配件销售，三年时间，公司也
做得有声有色。

但一件小事让她再次改变
人生轨迹。“2008年毒奶粉事
件闹得沸沸扬扬，后来各种食
品安全问题频出，让我有了去
山间田野租地种粮、栽树种菜
的打算。”马瑞莲说，那时她刚
做妈妈不久，为了让女儿吃上
放心菜，她决定“下乡”去。

回到农村后，马瑞莲不但
没有不适应，反而更有家的感
觉。“整个人的心情很放松，没
有城里生活的压抑和恐惧感。”

在黑山村的南山上，她放
养了5000多只鸡，还引进了波
尔山羊。别人一睁开眼就刷朋
友圈，而她一睁眼满是鸡、羊、
菜。“一早先喂鸡，这一顿是配
比好的粮食。喂完鸡后吃早饭，
然后上午整理菜园、人工锄草，
还要上山放羊。中午这顿，鸡要
补充维生素，得喂点菜叶子。下
午三点以后，上山转一遍看看
各种果树的情况。”马瑞莲用

“充实”形容每天的生活。
事务很琐碎，马瑞莲全部

自己干。她会留意鸡舍的温度
和湿度，还会观察粪便及周边
环境等情况，以保证鸡的“生活
质量”。菜地也一样，农场目前
有2000多亩地，“春夏秋要根
据季节不同，安排农作物种
植。”她最近在忙着种大豆等经
济作物，从 2月底一直到 6月
份，她要不停地根据地域、季节
轮作。

新农民观念更新
生态农业带动当地人

在农村待久了，马瑞莲甚
至不想再回城里，但她毕竟与
村民不同，她还在用行动影响
着当地的村民。

“虽然在农场负责的同事
是本村人，资金也都到位了，但
一开始很多村民因为观念问
题，坚决不同意承包土地，后来
经过村委和各方努力，我们用
自己竞标得来的土地跟村民交
换才得以顺利奠基。”马瑞莲
说，农场这几年一步一步才获
得村民的支持。

今年春节后，她又顺利承
包了八百余亩山地，跟之前的
千余亩连成了一片。农场规模
有了，马瑞莲想打造完整的生
态农业。不久前，她用三个月在
山上的荒地种了两千余棵新品
核桃树，剩下的地块还种了樱
桃、石榴、苹果、莱阳梨等。“希
望将山东各地有特色的水果都
汇聚到一起，让客人们来咱农
场就能吃遍山东。”马瑞莲说。

未来三年，马瑞莲计划把
附近家中具备散养条件的农村
妇女都联合起来，成立芦花鸡
养殖合作社，带动村民共同致
富。在此基础上，村里再建立屠
宰工厂和冷库，做深加工，并成
立会员之家服务中心，让消费
者全程监督养殖、种植过程，同
时健全网络销售体系。

马瑞莲说，目前公司已经注
册了五谷杂粮品牌，以签约和统
一种植模式，要求附近村民进行
五谷杂粮山果的种植，很快，公
司越来越多的健康有机食材就
要进入城里人的餐桌。

农村正在被迅速激活，不管是电商进村，还是互联网金融下乡，产业滞后的农村一再向外界展
示出无限的机遇。资本来了，创客也来了，有人在此大展身手，也有人于此开辟另一种生活方式，而
毋庸置疑的是，随着智力和资本的反哺，农村和农业都在被重新定义。

■下乡记·创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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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按

八八年年狱狱警警不不干干了了，，自自家家公公司司不不开开了了
两个80后下乡当新农民，想把农业做成品牌

这是两个人的返乡故
事。

他们都曾在城市站稳脚
跟，却把事业的下一站选择
了农村。辞职创业后，张国华
的生活就一个字“忙”，一回
到邹城郭里镇，山下小木屋
的办公室外郁郁葱葱，清风
不时从山头拂过，瞬间就让
他觉得格外踏实。相较之下，
同为80后的女青年马瑞莲也
已习惯了平阴县东阿镇东黑
山村里的鸡鸣声，包下这里
的山头做真正的农场主，她
的梦想终于成了现实。

张国华的庄园经济效益逐步显现，老父亲的观念也一步步得到扭转。 本报记者 黄广华 贾凌煜 摄

马瑞莲和她农场里的散养

鸡。 本报记者 万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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