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0

“我到警方作了 DNA 提取，都在警务网
上，几年来也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我坚信儿
子是为了躲债才离家的。现在，儿媳带着孩
子苦等了六七年了，也挺不容易的。如果儿
子再不回来，她再找个人家也是理所应当的，
但是儿媳一走，会把孙子带走，就剩下我一个
老太太，这个家不就散了吗？”

王女士委托本报告诉儿子：“杨光，妈想尽
一切办法，把赌债给你还上，为了保全这个家，
你回来吧！”

如果你知道杨光的下落，请拨打晚报热线
96678。

“儿子，回来吧，欠的
赌债娘替你还”

王女士说，儿子离家后丈
夫忧思过度离世，孙子哭着要
爸爸，这个家都快散了

因为欠赌债，2006年3月，家住兴华街
的杨光离家出走了。当时，儿子京京才一岁
半。昨日，看到元旦假期里，别人的爸爸
带着孩子出门游玩儿，已经 7 岁半的京
京哭着向奶奶王女士要爸爸。

王女士哭了：“儿子，你不要躲债了，
你欠的赌债妈替你还，快回来吧，再不回
来，这个家就永远地散了！”

首席记者 徐富盈 文/图

1980 年出生的杨光，老家在巩义市回郭
镇，毕业后经家人努力，到市园林局下属一单
位工作，很快就被提升为中层领导。

2004 年 2 月，他自由恋爱后结婚，结婚后
有了可爱的儿子京京。

全家人都高兴时，杨光却天天愁眉不展。
妈妈问时，他才说，因为和人家打牌，欠下

3.5 万元的赌债。“如果不还他们这债，他们可
能闹到单位，影响我的工作。”

考虑到当年给儿子找工作非常困难，王女士
和丈夫一起，咬牙给儿子拿出3.5万元。

但是2006年3月的一天，儿子的单位突然
给王女士打来电话，让杨光快点去上班。

王女士并没有见到儿子，儿媳也没有见到
杨光。最后，大家见到了杨光留下的纸条。

纸条的内容是，他又欠了5万多元的赌债，
因为还不起，没脸见家人，决定出去躲一躲。

这一躲，就是近7个年头。

王女士说：“儿子走时，还带着身份证。”
她说，当时同事看到单位门口一辆灰色

小车把儿子拉走的。
儿子出走后很多天，他们一家人到处找

却无果。
“儿子1米83的个子，体重200多斤，离可

远都能认出他来。”
王女士哭了起来，因为夫妻俩只有一个

儿子，他的出走，对父亲老杨打击极大。“看着
儿子一年没有回来，两年没有回来，第三年，
也就是 2009年 8月 2日，因为思念儿子，老杨
可以说是含恨离开了人世，当时才61岁。”

为躲债留字条出走

三年后父亲离世

“回来，妈给你还债！”

下一步，黄琛培还有一个宏大的计划：在
上海各大菜场建设1000个“萝卜哥”生态农产
品专柜。

韩红刚说，当时与黄琛培合作成立公司，
一是支持大学生创业，二是项目本身不错。

他介绍，这个项目计划书经过了上海市
教委专家评审，项目可行性在 95%以上。此
外，上海作为大都市，他在当地标准化菜市场
看到，当地的菜市场提供的是大众蔬菜，缺乏
品牌化的农产品，尤其是河南的农产品，他希

望同构这一项目，将河南农产品打入上海菜
场，建立起从“田间”到“专柜”的直销模式，利
于降低菜价，也能扩大利润空间。

韩红刚举例说，以萝卜为例，郑州地头价
格每斤0.2元，上海菜市场的单价是1.8元到2
元，他在农博会上每斤1元的价格在当地非常
实惠，除掉运费，这一价格相比郑州的卖价，
利润还是要高些。

黄琛培说，专柜还在筹备中，下半年计划
开40~50个，1000个专柜计划5年内完成。

河南萝卜又红遍上海农博会
这次是“萝卜哥”和“萝卜弟”联手创业

“萝卜弟”是上海一大三学生，他的“卖菜计划”获教委资助
听听他的宏大计划：引进直销模式，在上海建千个“萝卜哥”专柜

元旦前夕，在上海光大会
展中心举行的上海农博会上，
又让咱们郑州的“萝卜哥”火
了一把。

不过，这次“萝卜哥”退居
幕后，新秀“萝卜弟”黄琛培和
16 名同学在农博会上吆喝卖
萝卜。

这一新闻事件引来东方
卫 视 、新 民 晚 报 、新 闻 晨 报
等 当 地 多 家 主 流 媒 体 关
注 。《新 民 晚 报》大 篇 幅 报
道 ，还 在 头 版 发 有《萝 卜 哥
启示录》的短评。记者 冉小平

上海市民购买礼品装农产品。图片由韩红刚提供上海市民购买礼品装农产品。图片由韩红刚提供

黄琛培是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机械工程学
院的一名大三学生。

2011年，因河南萝卜滞销，韩红刚免费向
郑州市民赠送萝卜走红网络。之后，他带着
河南萝卜闯荡上海，参加上海农博会，创造了
3 天时间卖出 34 吨的奇迹，当时卖价每斤 1
元的萝卜，被上海市民一抢而空。

当时黄琛培看到微博后，就去韩红刚的
展位当志愿者。那时的场面让黄琛培有点
hold不住。

河南萝卜0.15元1斤没人要，到了上海卖

1元钱1斤还遭到疯抢，河南没人要的萝卜成
了上海价廉物美的“香饽饽”，黄琛培当即看
准上海农产品销售大有市场前景，便萌发了
创业想法。

黄琛培连夜赶出“卖菜计划”，并参加了
上海市教委组织的“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当
时以为没希望的项目，却得到了老师们的大
加赞赏。

他这一创业计划获得上海市教委 1.2 万
元最高额度的资助，还被列为上海工技大 50
多个学生创业项目中的001号。

一次志愿活动萌生了一个创业计划

2012 年上半年，黄琛培再次联系韩红
刚，打算一起创业。去年 3月，黄琛培在校内
成立上海萝卜哥生态农产品有限公司，两人
各占 50%的股份。韩红刚负责种植、收购当
地萝卜等农产品，黄琛培则负责开拓上海销
售市场。

黄琛培说，希望实现河南蔬菜产地源头
和上海销售终端的对接，缓解菜贱伤农、菜贵
伤民这一长期困扰农业发展的怪现象。

创业之初并非易事。黄琛培先进行市场

调研，并在校内“招兵买马”，组织大学生销售
人员上岗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怎么吆
喝、装袋、称重、找零，以及学会上海本地人买
菜用语。

黄琛培还曾详细了解河南农产品的品种
和质量，包括山药、大枣、苹果等，他认为这些
产品在上海大都市能打开销路。

韩红刚说，待黄琛培建立起专柜后，会根
据销量列出河南农产品的清单，他则到原产
地采购。

首战顺利，每天农博会上卖3吨萝卜

这届上海农博会在上海光大会展中心举
行，韩红刚带去了 28吨青萝卜、100盒纯手工
的红薯粉条。

黄琛培和其他16名同学一起在农博会上
卖萝卜。你听，一阵清脆的叫卖声传来：“最
新鲜的萝卜，1块钱一斤，有梨的味道啊。”

这些大学生着装统一，分工明确，有人吆
喝，有人装袋，有人找零，还有人专门削萝卜，
放在盘子里给顾客品尝。

效果还真不错。昨晚我联系黄琛培，他

说好些备年货的市民前来购买，有些还
是老顾客，有顾客一买就是几十斤，说要
送人。

韩红刚说，100盒红薯粉条运到上海的第
二天就卖完了，28吨青萝卜也卖得差不多了，
昨天他离开上海时就没多少了。

大学生统一着装卖萝卜这一新颖方式，
也引来了上海当地多家媒体的报道。

萝卜一直要卖到本月6日。黄琛培说，现
在还剩不到10吨，目前日销量在3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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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假日，上海工程大学生黄琛培
领衔的“上海萝卜哥生态农产品有限公
司”有10多名同学“员工”在农博会卖萝
卜，每天的销售量是2.5吨，发展势头不
错，前景看好。

大学生卖萝卜，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一是，大学生创业，不一定非要盯着

高科技，要善于发现社会需求和市场机
遇。萝卜太普通了，到处都有。但是，为
什么在河南7分钱一斤没人要，在上海
却1元1斤还畅销?这就发现了一个农产
品销售渠道不畅通的问题。说明社会在
产前、产中、产后为农业服务的第三产业
还比较落后，落后就是短板，抓住短板付
诸实践就是抓住了商机。

二是，人的活力是创业的重要因
素。“上海萝卜哥生态农产品有限公司”
是大学生黄琛培和河南网络名人“萝卜
哥”韩红刚合资的，韩红刚负责种萝卜，
黄琛培负责卖萝卜，这是一个萝卜产销
一体合作社。农民和大学生走在一起，
合资办农产品销售公司，就是人的活力
迸发的结果。或许，要想快点让中西部
农村和贫困山区农民脱贫，鼓励城乡各
种有首创精神的人，自愿举办各类农产
品产销一体公司，也是发展路子之一。

9667896678

打电话有稿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