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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书记”的彩色土豆梦
尹相华要用三年时间实现“土豆富村”
文/片 本报记者 陈玮 实习生 张涛

奔波跑来资金

村路不再坑洼

从济南市区沿着104国
道向北走，很快就到了后张
村，村路平坦。“这条路是商
人收购的必经之路，就是致
富路。”村民张乐金说。然而
去年这个时候，这条路却是
坑坑洼洼，车辆过不来，村
民只能一筐筐地将土豆送
到村口。“车辆一走就陷进
坑里，村外的人都把这条路
叫‘两步停’。”村民说。

“我要帮村子发展壮大
经济。”去年5月29日，在济
南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
工作室工作的尹相华怀揣
着这个梦想，到后张村挂职

“第一书记”。但经过坑洼的
村路时，他发现梦想的实现
并不那么容易。“车子猛烈
颠簸，3公里的路走了20分
钟。”尹相华说。

路不好，收购商就不愿
来，不少村民都得拿着粮食
蔬菜去市集卖。“村子都进
不来，怎么吸引更多客商？”
尹相华把修路当作发展村
子经济的第一项“作业”。

经过考察，根据实际情
况，尹相华把要修的路段列
好计划，跟单位汇报后，就
在济阳和市里来回奔波。递
材料、交报告，交通局、市建
委去过几十次，“好在各个
单位都很支持，去年7月份
济南市交通局同意了修路
的申请，并下拨了工程款。”

当年9月，村路动工。11
月10日，3 . 2公里的村路变
成了通畅的柏油路。“路修
好了，还真多了不少大客
户，一下子要上百亩的土
豆，省了我们不少事。”村民
张乐金说。

然而，尹相华并不满足
于只把路修好了。他说，修
路只是农村改造的一方面，
今后还要搞绿化和修路灯，
打造“绿色乡村”，这些都在
慢慢实施，“要让后张村在
我的任期内来个大变样。”

增加50个大棚

带动村民致富

在后张村，一个个拱棚
望不到边际，数量在三四百
个。2010年，后张村还被评
为市级示范农业合作社，

“狮子张”土豆也成为著名
商标。

今年，在尹相华带动
下，后张村又增加了50个大
棚。“规模种植，才能吸引客
商，卖上价格。村民们不用
一趟趟跑市场了。”但是增
加大棚需要的打井、灌溉费
用却成了难题。尹相华就跟
村干部商量，联系农业局等
有关部门，争取了几十万元
的资金，建起大棚。

大棚多了，张乐金又包
了一个棚，雇了几个村民，
进行土豆种植。“一共两亩
地，种得多了，就容易谈订
单，今年我的土豆都被订走
了。”然而2010年之前，张乐
金 却 没 有 这 样 的 条 件 。

“2 0 1 0年我承包大棚种土
豆，开始富起来。”

尹相华说，种植大棚土
豆，要从村委书记张乐山的

“冒险”开始。此前，后张村
的村民一直以种植小麦、玉
米和土豆等露天农作物为
生，但玉米、麦子一亩地一
年纯收入也就1000元。如何
让全村300多户农民增收，
成为张乐山的难题。

“农民增收，不如从种
植入手。”后张村是沙土地，
最适合种植土豆。了解到大
棚种植产量高、成熟早，价
格也比普通土豆高后，张乐
山决定种植大棚土豆，建立
农业合作社。但想法一提出
来，不少村民反对，首先村
里没有大棚种植经验，虽然
传统种植不赚钱，但大棚种
植本钱投进去，很可能血本
无归，大家都不愿冒这个
险。

张乐山与其他村干部
商量，决定带头跟几个村民
一起种植。“大家看到赚钱

了，自然会加入。”2010年，
张乐山跟村干部集资，建起
了40个大棚。然而刚种上土
豆，一场大风把拱架都刮倒
了，再加上没有种植经验，
第一年损失惨重。

“虽然失败，但是大家
还是咬牙坚持住了。”建大
棚，没有资金不行，经过张
乐山和大家的努力，镇上给
了扶持，每个棚补助 1000
元，还买了塑料薄膜，提供
技术帮助建棚，2011年大棚
土 豆 开 始 赚 钱 了 。“ 亩 产
5000多斤，每斤卖2 . 4元钱，
除去6000多元的成本，每亩
地一年增收5000元。而且种
完土豆，还可以种植辣椒、
毛豆，一年能种三季。”村民
们眼瞧着赚了钱，争相加
入，从最初40个棚发展到了
现在几百个大棚。

看电视学经验

种植彩色土豆

5月28日，60多岁的后
张村村民张玉翠正在将地
里的红土豆一个一个拾到
箱子里，准备拿出去卖。“从
来没见过这样的土豆，真是
稀罕玩意儿。”这“稀罕物”
就是尹相华带来的彩色土
豆。

2012年到任后，如何发
展村子经济，一直困扰着尹

相华。虽然“狮子张”打出了
品牌，但还不成规模，没有
特色，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并
不强。

一天，电视上的农科频
道播出了枣庄一个村子种
植彩色土豆的专题。彩色土
豆营养成分比普通的高好
几倍，这立刻吸引了尹相
华。“当时就萌生了种植彩
色土豆的想法。”尹相华和
张乐山一商量，便动身去枣
庄考察。之后又到德州希森
马铃薯种植基地带回了一批
种子。“这些村的气候、土壤
环境跟后张村很相似，也是
一直种植大棚土豆。后张村
种植彩色土豆一定可以。”

不过，村民对新事物不
是一下子就能接受的。“光
种子就要15元一斤，需要一
定技术，而且听说产量低，
能赚钱吗？”经过尹相华与
村干部商量，2012年11月，张
乐山和村两委将之前种土豆
的大棚空出来，决定带头试
种12个棚的彩色土豆。为了增
加土豆营养，张乐山还将硒
元素撒在叶子上，“长出的土
豆就‘富硒’了。”

今年 5 月初，“玫瑰一
号”、“玫瑰二号”土豆刚刚
收获，就被订走了。“卖到了
一斤15元钱，比普通土豆贵
了将近十倍，一个驾校就订
走了上千斤，试验还是很成
功的。”尹相华说。

捧着红色的土豆，尹相华充满了欣喜和激动。“这

可是村里的宝贝啊！”5月28日，尹相华在济阳县孙耿

镇后张村挂职“第一书记”整整一年。他说，村民们都

有致富的梦想，而他的梦想就是要帮村民实现梦想。

根据后张村种土豆的特色，他引进新品种，增加大棚，

要用三年时间实现“土豆富村”，尽管有很多阻力，但

他充满了信心。

《奔波各地“求书”帮女儿圆梦》追踪>>

焦爱群收到捐书1300余册
“可以帮女儿多建几座乡村书屋了”

本报6月4日讯(记者
穆静 实习生 刘永飞)
济宁母亲焦爱群为帮患白
血病的女儿圆建100座农村
书屋的梦想，来到济南为女
儿求书。报道刊登后，不少
市民为欧阳艳丽的爱心书
屋捐赠图书，截至4日，焦爱
群共收到济南市民捐赠的
1300余本图书。

3日下午，黑虎泉西路
和榜棚街的交叉路口附近，
记者再次见到焦爱群，她正
在整理图书。记者看到，她

面前的图书有的放在塑料
袋里，有的放在纸箱子里，书
籍都是九成新的儿童读物，另
外还有铅笔等学习用品。焦爱
群告诉记者，这些书和学习用
品都是热心市民于3日送来
的，总共约300本。

“不少好心人给我提来
了图书，还有的好心人直接
把书寄到了我家里。”焦爱
群告诉记者，自从本报刊登
其求书的报道后，她接到了
许多热心市民的电话，纷纷
表示要提供书籍。焦爱群印

象最深的是一位姓钱的老
先生，钱老先生于2日和3日
先后送来图书350余本，但当
问起名字时，钱老先生并不
愿意说。

“还有好心人帮我运
书，让我到他们家里去住。”
焦爱群在济南举目无亲，吃
住、爱心书籍放到哪里寄存
都是问题，这些问题也在热
心市民的帮助下一一解决。
焦爱群告诉记者，市民周女
士解决了她的吃住问题，还
打算在爱心书籍收集到一

定数量后，专门雇辆面包车
将图书送到欧阳艳丽的老
家济宁市嘉祥县曹山村。

截至目前，焦爱群共
收到济南市民捐赠的1300
余册图书，有了这些图书，
焦爱群就可以多建几座乡
村书屋了。“现在我们在嘉
祥县及周边地区已建了26
座爱心书屋，虽然离100座
还有差距，但有这么多好
心人的帮助，我想我和女
儿的梦想很快就会实现。”
焦爱群表示。

焦爱群收到的图书在增多，她向实现建百座书屋的梦
想又前进了一步。实习生 刘永飞 摄

尹相华的下一个目标>>

在村里建个土豆批发市场
尹相华说，虽然彩色土

豆种出来了，但是个头比一
般土豆小，而且成熟晚、产量
低。“大棚土豆亩产5000斤，而
彩色土豆可能也就1000斤。”

记者粗略算了一笔账，
普通土豆2 . 4元/斤，亩产5000

斤，收益达到12000元/亩；彩
色土豆15元/斤，亩产1000斤，
收益为15000元/亩，但是由于
成本高，彩色土豆的净利润
并不占优势。“至少我现在不
会种，还不太成熟，赚不了多
少钱。”张乐金说。

“下一步就要把品牌打
出去。”尹相华说，彩色土豆
走的是高端路线，客户定位
不一样，发展客户，首先就
要打出名堂。“在发展比较
成熟的地方，彩色土豆能卖

到30元/斤，要是我们能卖
上这个价格，就能赚钱了。”
尹相华表示，准备继续增加
大棚数量，有了规模，就会
吸引高端客户。“今年我们
准备申请省级示范农业合
作社，这样就能争取到更多
资金支持，扩大技术投入，
增加产量和质量。”

尹相华说，他的梦想是
在任期内，在村里建一个土
豆批发市场，让更多的客户
进来收购，还想建专业的储
藏室，把村民卖不出去的土
豆存起来，进行反季销售。

“虽然目前很困难，但是经过
大家努力，一定会实现，后张
村的每位村民在我任职期间
如果能富起来，哪怕一点点，
我也很知足。”

▲尹相华(左二)正在实地查看土豆收获情况。(资料片)

▲村民们正在将收获的彩色土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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