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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十余座大棚
租给回乡年轻人创业

最近两天，虽然天气十分

炎热，可在汶上县苑庄镇王庄

村，张道立仍像年轻的小伙子

一样，在一望无际的田野里来

回忙活。“忙活完了小麦，种上

了玉米，现在地里还有富余，

咱得琢磨点别的路子才行。”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张道立扭

过脸去和几个工人商量着。

作为当地的“种粮大户”，

已经在七里八乡甚有威望的

张道立，思维模式早就从过去

单纯的包地种粮食，转变为如

何在有限的土地上获得更多

的效益。进入7月，收完小麦的

他立刻张罗开了“新项目”，

“已经开工了，今年我要新建

13个大棚。”

张道立告诉记者，这些在

建的大棚都是准备种黄瓜的。

不同于以往的老模式，张道立

打算把这些大棚全部租出去，

“因为乡村振兴，现在不少年

轻人想重新回到农村创业，不

少有想法的年轻人却苦于手

头紧、没资金。”得知了这种情

况，张道立在感慨年轻人的思

路越来越开阔的同时，也对他

们因为资金问题而畏手畏脚

有些惋惜。

“我儿子如今也跟着我

干，就因为年轻有思路，引进

了不少新设备，不仅改变了我

那些已经落后的老思想，而且

还把种粮的成本一降再降。”

受儿子的影响，张道立决定把

新建的大棚租给回乡创业的

年轻人，“等于说我提供平台，

他们租了之后可以放手大胆

的干。”张道立说，他也是希望

用这样的新形式，吸引更多的

年轻人响应乡村振兴，给农村

带来更宽广的视野。

这个项目已经和几个其

他乡镇的年轻人达成了共识，

他们将在张道立的指导下用

大棚种黄瓜，“一年可以种两

季，净利润能将近10万元。”几

个年轻人告诉记者，种上几年

有了资金，他们可以依托现有

平台开拓更广阔的农业种植

产业，“那时我们就可以吸引

更多年轻人参与进来。”

组建专业合作社
近千户跟着致富

在苑庄镇乃至汶上县，张

道立的道立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十分有名气。早在1995

年，头脑灵活的张道立便乘着

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东风，

开始做起了租赁本村土地发

展粮食生产及小麦育种。“我

文化水平不高，从小家境贫

寒，成年后便跟着老父亲靠种

地过活。”

但是，当年那种延续了

千百年的老法子种地，让张

家的生活并没有什么起色。

几经思量，张道立借助政府

的指导和帮助，从本村流转

了100亩土地，希望借助科技

来搞种植。通过应用优质品

种和先进技术，他种植的小

麦 单 产 较 全 县 平 均 高 出

10%，价格比常规小麦也高

出10%以上。就这样，张道立

逐步走向了产业化经营、机

械化生产、规模化种植的道

路。2010年12月，张道立被农

业部授予“全国粮食生产大

户标兵”荣誉称号。

2012年7月，在鼓励成立

农民合作组织的政策指导下，

张道立联合5户农户，注册成

立汶上县道立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以每亩土地1000元的

价格，租赁土地4000余亩进行

良种繁育，培育的小麦、大豆、

玉米良种得到了市场的一致

好评。

张道立介绍，合作社采用

的是“合作社+基地+农户”的

运作模式，将农民承包的土地

按照双方自愿、让利于民的原

则集中租赁，每亩年支付租金

1000元，同时招聘农户成为工

人，吸引他们到合作社的越冬

大棚里打工，按天发放工资，

这样的模式大大增加了农民

的收入。

现如今，合作社社员已经

发展到800余户，年经营收入

5000余万元，成为了名副其实

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此，

张道立组织开设了“田间课

堂”，聘请省、市、县农业专家

免费为周边群众讲解农业知

识。后来，他又开设“道立合作

社”公众号，为合作社里的种

粮大户在线解决种植难题，让

农民走上了科学耕种之路。

无人机喷药
靠天吃饭已成历史

进入新时代，虽已年过五

旬，但眼光十分长远的张道

立，深知科技给农业种植带来

的巨大变化，“这些年合作社

之所以能发展壮大，就是多亏

了县里随时随地向我们提供

最新的农业技术指导，我们的

发展离不开先进的技术。”

正因此，张道立的儿子张

虎从外地回乡，把更多先进的

理念带回到了合作社。“合作

社租赁的土地有上万亩，单靠

过去那种人力操作，根本无法

满足现代农业的需求。”在张

虎的极力推荐下，张道立斥资

1400余万元，采购了无人机等

先进农机设备。现在，几万亩

良田的施肥、洒药等工作，靠

几台先进的农机设备就能完

成。

而广泛汲取了先进农业

知识的张虎，如今也成了父亲

的得力助手。在他的运作下，

合作社与北京的一家农业科

技公司联合投资800万元，成

立了汶上县博石粮食收储有

限公司，同时建设1万吨的高

大平仓及烘干塔等设施，解决

了群众的卖粮难问题，也保证

了连续阴雨条件下的良种质

量。

最近，张虎又往田地里添

置了“新玩意儿”。不少农户都

注意到，田地边上安置了一座

巨大的机器，上面密密麻麻的

耸立着不少“天线”。张虎说，

这是合作社新上的“农业信息

管理服务平台”，“有了这个设

备，只要测一下土地，就能知

道土壤情况和病虫害情况，咱

们就能对症下药。”

张道立说，未来他希望能

创新出更多的农业合作模式，

让更多的农户可以参与进来，

“现在国家对农民的政策好，

农业科技又越来越强大，只要

咱们携手共同努力，日子只会

越来越好。”

汶上“种粮大户”张道立种田玩上智能化

用用上上它它，，轻轻松松给给土土壤壤““把把脉脉””

本报记者 汪泷 通讯员

胡克潜 何西荣 霍琳娜

在汶上县苑庄镇，提起王

庄村的张道立，当地人都会说

出4个字———“种粮大户”。作为

汶上县道立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的理事长，上世纪90年代

率先走上租赁土地发展农业

种植的张道立，经过20多年的

发展，如今正跟随着新时代的

脚步，依托先进的农业技术，

将合作社朝着现代农业的道

路上大步前行。

有了“农业信息管理服务平台”，轻松掌握土壤和病虫害情况。

张道立新建的大棚里，黄瓜长势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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