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鲁迅迅笔笔下下的的覆覆盆盆子子，，他他种种了了11550000亩亩
章丘小伙的“莓梦工厂”杠赛来

辞去高薪工作

回家“种地”

2008年，大学毕业后窦广磊
到莱钢集团工作，干过电工，当
过基层车间的班长，后来成为莱
钢电视台的特约记者，“工资加
稿费什么的，当时月入五六千
元。”窦广磊说，但在他的心里，
一直萌动着一个创业梦。

“我对农村有着无法割舍的
情感，那几年一直在苦苦找寻合
适的农业项目。”直到一次采访
时，窦广磊遇到了“树莓”。“树
莓，中草药称之为覆盆子，我们
最早听说覆盆子是在鲁迅先生
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中。”窦广磊称，他了解到树莓是
一种典型的药食两用水果，因其
突出的抗癌、抗衰老的保健功能
和巨大的市场价值，在国际市场
被誉为“生命之果”，而在国内，
树莓发展仅仅处于起步阶段，山
东省更是少之又少。

于是，他便先后到北京、东
北、河南等种植基地和深加工企
业进行考察、学习。考察成熟后，
2012年窦广磊顶着家人的反对，

毅然辞去了莱钢的工作，回到章
丘老家，开始了树莓的种植。

为了凑启动资金

挨个请同学喝酒借钱

回乡创业家人很不理解，而
对于白手起家的创业者来说，更
大的困难是资金。窦广磊当时手
里只有三万块钱，远远不够，怎
么办？只能硬着头皮去借，他不
厌其烦地向亲朋好友推介自己
的项目优势，磨破了嘴皮、跑断
了腿。最终，在街道办的帮助下，
他在党家村承包了140亩土地，
从中国林科院引进了21个树莓
品种。

创业路上多磨难，一次，有
一个树莓品种，抗寒性差，冬天
需要把藤蔓进行埋土。由于他不
知道，结果损失了20多万元。家
庭、资金、压力，创业之路注定是
这样的步履维艰。在不断试错
中，窦广磊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也
越来越丰富，如今他的树莓园已
经扩大到300多亩，是目前山东
省品种最多、规模最大的种植基
地，初步形成了以黑莓、红莓、紫
莓、黄莓、蓝莓为特色的小浆果

采摘园和以黑莓为主体的规模
化种植示范园。

窦广磊坦言，从开始到现
在，整个莓园投入了几百万元，

“这其中不少都是我厚着脸皮借
来的，有一段时间，我挨个请初
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来
喝酒，喝完酒之后再开始借钱。”

树莓大丰收

带着2000多农户一起种

2014年，窦广磊迎来了树
莓园的第一个丰收年。龙翔树
莓以订单模式部分销售给国内

外的深加工企业，部分进行乡
村旅游的特色采摘活动。紧接
着，山东省林科院、山东农业大
学与龙翔树莓达成战略合作，
共同开展山东省农业良种工程
项目，在章丘营建树莓种质资
源库，进行树莓优良品种示范
与推广。“龙山莓园”培育出的
苗木也有了销路。

同时，窦广磊获得章丘市青
年创业大赛一等奖。他的树莓项
目发展模式也得到了中国树莓
产业发展联盟组织的认可，他被
任命为中国树莓产业发展联盟
副秘书长。

窦广磊说，“带动农户发展

的时机到了”，他通过“公司+合
作社+农户”的合作模式，发展树
莓基地1500余亩，带动2000余名
农户种植树莓。与此同时，他还
联合科研院所、食品加工企业进
行树莓果汁、果酱等深加工产品
的摸索、研发。

“现在，我父母每天都在莓
园里劳动，还有10名‘85后’跟我
管理莓园、开拓市场，我对树莓
的前景非常看好。”窦广磊称，回
乡种植树莓，“我们自己发展深
加工，有了一定的回收能力，可
以带动更多人致富，也会把树莓
这种高营养的水果送进更多人
家中。”

说到树莓，很多人可能觉得很陌生，它就是鲁迅笔
下大名鼎鼎的“覆盆子”。在章丘，龙山街道龙山一村的
窦广磊回乡种树莓。通过三年多的项目实施，他建成了
章丘市“龙山莓园”，是济南市第一家树莓、蓝莓采摘
园，山东省品种最多、规模最大的树莓种植基地。

本报记者 王倩 通讯员 厉晓伟 尹延芳

在社会各界的扶持下，窦广磊和他的团队奋斗数年的树莓产业初见成效。 陈文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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