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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五旬“新农人”靠“暖”冬创富

从企业主到“地主”，46岁
再创业致富

田伟，是宝农农作物种植专业合
作社的负责人，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农
家人，但46岁之前却没有扛过一天锄
头。如今这位种地“门外汉”，却是远
近闻名的“草莓大王”，还经营了别具
一格的家庭蔬菜种植农场。

说起“下地种田”的初衷，田伟
说，由于他之前经营的企业受到行业
政策影响，便想起了转型，决定回到
家乡孟庄村干一番事业。经过一番调

研，田伟发现尽管家乡这些年发生了
不少喜人的变化，但村里特色产业
发展还是存在相对薄弱等一些问
题。“我们这里农户种植还是老路
子，根本无法靠着土地让自己的生
活好起来。我当时就想把周围零
散的土地集中起来种植，然后就
去考察了种草莓。”

“弃商从农”第一步，田伟就
流转村民土地180亩，成立了宝
农合作社并办齐了流转土地的
相关手续，还为草莓注册了“绿贤
园”商标，田伟的草莓事业就这么
建立了起来。2017年冬天的草莓旺

季，由于缺少技术支持和缺乏种
植经验，草莓园的产量、品质并不
理想，投入的资金眼瞅着打了“水
漂”。面对亲人的反对和外人的嘲
讽，田伟没有一蹶不振，痛定思痛
后，他开始在网上学习草莓种植
知识。

直到2018年冬天，草莓采摘
园终于迎来了翘首以盼的大丰
收。10万斤草莓陆续成熟，为迅速
打开销路，实现从“地头”到“餐
桌”的直供，田伟结合草莓冬季耐
存储的特点，采取了“基地+电商”
的销售模式，开始尝试在网上销
售。线上订单，线下配送到社区，
顾客足不出户就可以吃到田伟的
绿色种植草莓。同时，田伟还把从
村里人那里流转来的土地，进行平
均划分，以每块600多元的年租金，
做起了家庭农场，不仅供不应求，
还给附近村民提供了几十个就业
机会。

田伟说，大棚草莓每年最多
只有两个月的空档期，每年八月
底开始种植草莓苗，十一月迎来
采摘期，来年五月底结束整个种植
收获期才算结束，之后的时间开始
除苗、对土地翻整和杀菌。如今，靠

着草莓的种植，田伟经过艰辛的重
新创业，再次实现了年收入40余万
元。

红草莓，绿蔬菜，大棚经
济让农户收入鼓起来

从2016年开始，田伟作为第一
批大棚草莓种植户发展起来后，孟
庄镇就开始引导农民种植草莓。

据孟庄镇相关负责人介绍，镇
里通过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发展草莓种植模式，因地制宜地
发展温室大棚反季节草莓种植，现
今已实现种植面积近1000亩。成立
了5个专业合作社，2个家庭农场，
带动了40多户贫困户和贫困家庭
走上了草莓种植的致富路。

“为做好技术支持，我们培养
吸纳了不少农业种植技术人员，只
要种植户有需求，一个电话，就能
上门提供技术支持。”孟庄镇相关
负责人介绍道。现今，以草莓采摘
为主的休闲观光农业在孟庄镇逐
步发展起来，带动乡村采摘旅游产
业的壮大，成功举办了两届草莓采
摘节，累计接待观光采摘游客5万
多人次，成为孟庄镇果品类及旅游

业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
而田伟的宝农农作物种植专

业合作社不仅农民脱贫致富，还有
80多名新型职业农民跟着田伟走
上了“草莓致富路”，让大家觉得当
农民也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
情。除了草莓园区越来越丰富多
彩，田伟开发的“开心农场·私家菜
园”的项目，通过认养模式不仅可
以让人们享受劳动收获、回归自然
的田园生活，还成为开展青少年农
业知识科普的乡村课堂。农场里应
季的蔬菜，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
情况。

致富不忘本，经久厉初心。每
逢过节，田伟都会带着他亲自种植
的新鲜草莓和蔬菜去敬老院看望
老人，听老人们讲讲以前的故事。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田伟创办的宝
农合作社先后通过了山东省市两
级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认定，草莓
取得了绿色食品标志证书，实现了
产品由无公害农产品向绿色食品的
质量跨越和品牌升级。2020年“绿贤
园”草莓被评为枣庄市知名农产品
品牌，田伟个人也获得了省级工友
创业优秀个人、市级乡村振兴之星
等荣誉。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韩微隔

11月底，寒冬已至，但是枣庄市市中区孟庄镇孟庄村的大棚内却温暖如春。11月30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来到宝农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孟庄
草莓基地，映入眼帘的是整齐划一的现代化标准草莓种植大棚，还有分割均匀的家庭蔬菜农场。走进草莓大棚，一股热热浪扑面而来，一眼望去红绿相称间
一片生机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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