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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金平：

立足喻屯甜瓜
搞起生态园区
文/片 本报记者 孔令茹

从业务员到喻屯大型生态园总经理，颜金平完成了从
打工者到创业者的转变。以喻屯甜瓜为中心，颜金平投资
400万建设了集垂钓、观光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园区，采取一
边建设一边生产的模式，踏实地走在艰辛的创业路上。

颜金平说，追逐梦想的旅程很痛苦，但让梦想在生态
园中闪光，是一件痛并快乐的事情。

跑业务、做销售……从
2005年开始，家在喻屯的颜金
平一直奔波在路上。但颜金平
觉得，这样的日子似乎少了些
激情，人总还是要有梦想的。

去年年初，干了5年业务员
的颜金平做出一个决定：辞职
创业。创业的想法有了，颜金平
和家人朋友把目光投向了家乡

的名牌产品——— 甜瓜，并顺着
甜瓜的思路想到在喻屯建一个
集生态观光、餐饮和休闲于一
体的综合性生态农业园。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资金。
颜金平的朋友们很支持他的想
法，几乎把压箱底的钱都拿出
来让他创业，这让他非常感动，
他更下定决定要在而立之年狠

狠地杀上一盘。
去年6月份，经过土地流

转，颜金平在喻屯孙庄村承包
了近1000亩基本农田，一期首
先规划了200亩的面积，创业的
第一步也由此展开。修建园区
道路、进行土地改造、搭建温室
大棚，颜金平心中的生态园区
渐渐有了样子。

创业，目光投向了甜瓜

现在，颜金平的一期200亩
生态园区已有甜瓜种植棚16

个、休闲垂钓池12处，大棚里的
甜瓜也飘出阵阵甜瓜香。在瓜
落蒂熟的那一刻，颜金平感到
瞬间又回归了老本行——— 怎么
把甜瓜销售出去。

5年做业务的经验告诉他，
好的东西一定会卖出好价钱，
但是面对从选种、培育、施肥都
尽力做到最好的高品质甜瓜，

颜金平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
力。“每天都处在危机感当中，
最担心的是优质的东西得不到
市场的认可。”颜金平望着甜瓜
地里的大甜瓜，手里的烟点了
一支又一支。

路边的甜瓜卖两三元钱
一斤，但颜金平的甜瓜每斤
要卖10元还不够成本。颜金平
说，地里的甜瓜不会走市场
化的销售路子，他要多元化

的开拓市场，将中心放到采
摘市场。

附近很多村民的土地都
在流转范围之内，颜金平也
雇佣了近1 0 0名村民参与种
植，每个男劳力每月能挣2000

多元的工资。颜金平说，现在
他身上有了更多的责任感，
不仅要解决这些村民的生活
问题，让他思考最多的还是
甜瓜市场的未来走向。

坚持，因为担负的责任

在采访间隙，不时有附近
的村民开车到园区内购买甜
瓜礼品盒，一买就是数十盒。
能首先让本地的村民了解、认
可，颜金平觉得自己的所有努
力都没有白费。

最近几天，颜金平和园区
的工作人员会到城区几个点
做免费品尝活动，几场活动下
来，市民的回馈都非常好，这
也坚定了颜金平对高品质果

蔬的信心。在地方政府的支持
下，颜金平在经过园区的几辆
公交车上投放了广告，济鱼公
路沿线也能看到醒目的“御美
生态园”路标。

从颜金平的生态园到城
区，开车只需要半个小时，
较好的地理位置也为生态
园做了一个无形的宣传。对
于颜金平来说，让别人认可
甜瓜还远远不够，最重要是

用甜瓜为品牌，将园区内的
垂钓、餐饮、观光休闲一起
宣传出去，目前的园区很需
要一个市场平台和社会位
置。

自从创业开始，颜金平
格外关注着济宁每一项产
业结构调整和政府扶持政
策的新闻，希望在政府的引
导和市场的支持下，园区的
路可以走得更远。

盼望，园区路走得更远

看着成熟的甜瓜，颜金平对未来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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