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生毕业返乡建起小农场
一开始举债起家，如今已小有规模，并赚得人生第一桶金
文/片 本报记者 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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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大学毕业后毅然返
乡，扎根土地。在三年的时间里，
他从一个青涩的大学生成长为
远近闻名的果蔬种植“专家”，并
建起占地 22 亩的“小型农场”，
赚得人生第一桶金。

创业>>

借了 14 万盖大棚

2 日，在茌平镇贾寨乡侯楼村
北，一个占地约 6 亩的新型大棚颇
为显眼，侯磊正忙着和工人们采摘
新鲜茄子，休息间隙，他还忙着指导
棚外工人种植瓜苗。整个农场显得
生机勃勃，紧张而有序，这正是侯磊
大学毕业后每天真实的生活写照。

对侯磊而言，今天是个特殊的
日子，精心培育的 12000 余株西瓜
苗将陆续栽到地里。侯磊 2009 年
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
业，尽管大学所学和农业毫无关
系，但作为土生土长的庄稼人，对
土地有着浓厚的情结，毕业前夕就
谋划着回乡创业的事宜。

“我一开始不同意，大学生哪能
种地。”侯磊母亲告诉记者，侯磊毕
业返乡种地从一开始就遭到家人反
对。从象牙塔中走出来，找个体面的
工作，在全家人看来，一切顺理成
章，但拗不过儿子的这份执着。

2009 年下半年，侯磊磨破嘴皮
子 ， 从 周 围 邻 居 那 里 借 了 1 4 万
元，盖起了两个占地共 6 亩的冬暖
式大棚，并信心满满地种下了黄
瓜。

艰难>> 屡遭挫折，曾一夜损失十几万

2009 年年底一场大雪，彻
底打消了侯磊的发财梦。由于
技术不成熟，秧苗太幼小，大
部分被冻死，这带给侯磊前所
未有的挫败感。时至今日，谈
及“首战”的失败，侯磊笑称

“人生第一堂课，教训很深”。
教训让侯磊意识到种地

也有大学问。他买来各种农业
种植的书籍、杂志、报纸，开始
疯狂“补习”，通过上网、看书、

请老师，不断总结经验，一边
学习理论，一边深入到田间地
头。从各种蔬菜、瓜果的生长
喜好，到各种大棚的优缺点，
一时间，村里人眼中的天之骄
子，成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
稼汉。靠着一股子执着，他的
大棚渐渐有了起色。

2011 年，侯磊将土地扩大
到 30 多亩，大面积种植尖椒
和圆椒，当年毛利达到 5 万多

元。然而，还未从初尝甜头的
兴奋劲儿中缓过来，失败再次
降临。2012 年 7 月，连日的大
雨压垮了两个大棚，作物大面
积减产，两个大棚几近报废。

侯磊说，本想着靠药材大
赚一笔，没想到遭遇“天灾”，
直接经济损失达十几万元。重
压之下，侯磊走出家门，开始
辗转各地考察新型大棚，尝试
走创新之路。

抛掉 13 亩零散土地、加强
集中管理、改建新型大棚……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一座占地
6 亩的大棚拔地而起，用严密
的 保 温 技 术 提 升 大 棚 室 内 温
度，用混凝土立柱增强大棚稳
定性。

重 新 规 划 的 2 2 亩 “ 农
场”，除了占地 6 亩的新型大
棚，还有 16 亩的露天用地，规
划有猪圈、育苗用地和试验田，
而今年刚刚预留出的试验田则
成了侯磊眼中的宝贝。

他告诉记者，通过与农业专
家的交流，得知本地花生产量还
将会有部分提升空间，预留的这
部分土地将采用全新技术种植
花生，“到时候开个现场会，把四
处的乡亲都叫来，传授技术。”

近四年的时间里，侯磊种植
了各类蔬菜，瓜果数十种，他从
一个青涩的大学生成长为一个
远近闻名的种植能手，成为田间
地头的“专家”，而四年的坚
守也让家人改变了态度。

不断地阅读学习，拓宽了
侯磊的视野。他告诉记者，自
己申请的 10 万元无息贷款即将
发放，全部用到种植技术的开发
上。侯磊信心满满地勾画着自己
的未来：“希望有朝一日，我的农
场能达到 100 亩、 1000 亩，做
个真正的农场主。”

梦想>>

成为真正的农场主

侯磊在指导工人种植西瓜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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