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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国平曾是一名资深记者，有着
18年的新闻从业经历。虽然新闻也是
他梦想的职业，但变化不是突然，一切
不是心血来潮，面对互联网创业潮，也
缘于自身的乡村情结，在农村长大的
他虽在郑州摸爬滚打了 20多年，但心
里还是有一股“放牧南山下”的向往。
于是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2013年
的记者节，他放弃了深爱的职业，毅然
决然选择做一个新农人。

在河阴软籽石榴产区荥阳广武
镇，潘国平流转了200亩地，平整土地、
引进苗木、栽培养护，4年下来，耗资了
800多万元。媒体人出身决定了其职
业操守，他坚持生态种植，用农家肥，
用生物防虫法，他希望生产出健康放
心的水果。

谈到当初选择投身石榴种植业的
原因，潘国平这样说：“河阴石榴作为
郑州的特产，在市场上开始兴起，有独
特的价值，一是石榴采摘、保存周期相
对较长，二是利润也很可观。最大的
机遇是，荥阳河阴石榴虽然小有名气，

但目前缺乏商品品牌，种植也较分散，
存在着很大的商机。”

随着这两年生鲜电商热，他不满
足于仅种植石榴，而是构想将河阴石
榴打造成明星水果，从而带动更多的
果农致富。他认为农业要想做大做
强，必须将松散型种植统一到大的产
供销平台，解决销售问题，让果农更专
心地投入到种植中。

那么如何解决销售问题呢？
2015年，为贯彻实施“互联网+农业”
战略，更好地推广荥阳河阴软籽石
榴，解决石榴销售问题，荥阳市新格
林林果种植专业合作社采取立足郑
州走出去的帮扶方针，在北京、上
海、江苏、天津、深圳、沈阳、长沙等
地与当地最大的水果销售企业合
作，打开市场销路，并在天猫、苏宁
易购、微信平台、友阿云商、淘宝网、
积宝网等平台注册河阴石榴品牌网
店，加强与国内各大城市大的水果商
对接合作，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河阴石
榴电商销售渠道，也解决了单一的市

民采摘销售难的困境。
2016年对河阴石榴产区的 500余

户石榴种植户实施了帮扶，服务范围
覆盖周边 60%的种植户，销售规模
达十几万单，种植户不再因天气、市
场变化而担心石榴的销售问题。通
过电商资源整合，已经形成了强大
的网络数据库，微平台“软籽石榴”
商城的批发商、微代商达 300家，使
河阴软籽石榴的销售得到强力保
障。

2017年，合作社继续扩大完善电
商网络渠道，已与上海一条、上海上农
批、北京新发地、苏州广电、长沙绿叶、
友阿云商、顺联动力、果然多、百果园
等进行合作，河阴石榴免费入驻这些
微商、电商平台，形成强大的石榴销售
网络。

2017年与郑州大学合作成立郑州
郑大优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旗下建
立微信自媒体平台“优品地标”“地标
潮生活”“休闲郑州”“地标旅游”“地标
君”“软籽石榴”“潘石榴”“突尼斯软
籽”等微信公众平台，已经初步形成了
微平台矩阵。

2017年 7月，获得河南省省级星
创天地认定。10月，获得科技部国家
级星创天地，成为当年度郑州市所辖
县市唯一的国家级众创空间。

2018年初，在萤石云视频平台看
世界直播频道开通 16个视频通道 24
小时进行网络直播，可溯源平台初步
搭建。一步一个脚印，潘国平在网络
上闯出一片新天地。
荥阳时报 李明庆 文/图

潘国平：回到田野“闯”世界
“潘石榴”是他的商标，做最

好吃的河阴软籽石榴是他的追
求。但在几年前，谁都想不到，好
不容易从农村进城，在媒体干得
顺风顺水，如今又回归农村，很多
人说他是神经质，他就是潘国
平，在全国“首届中国农民丰收
节”系列活动分会场荥阳市第十
四届河阴石榴文化节上获得“十
大新农人”的荣誉称号。

刘玉红：让更多的人尝到甘甜的石榴

面容朴素、身材瘦小的刘玉红却
获得了第十四届河阴石榴文化节“十
大新农人”的荣誉称号。这个看起来瘦
弱的女人，事实上格外坚韧。15岁就和
父母一起种植石榴，积攒了大量的石榴
种植经验。结婚后，看着夫家家徒四
壁，思虑再三后，对丈夫说：“咱们要不

然种植石榴吧，我看现在卖石榴也比较
赚钱，发展趋势也很好。”丈夫欣然同
意。然后就开始了长达20年的石榴种
植生涯，收入也从刚开始的一年几千到
现在的年收入高达上百万。

回忆起刚开始种植石榴时的艰辛，
刘玉红的语气中充满了心酸：“我每天
早上 6点起床和丈夫去家附近的石榴
园采摘，挑选一些成熟的。石榴成熟的
季节正值天气炎热，即使是早上六七点
摘一会儿，也会满头大汗。脸上一直流
汗，有时候不小心被树枝刮着脸了，汗
流下来，脸上火辣辣得疼。”经常是采摘
结束后，刘玉红就直接开车拉到荥阳市
区摆摊去卖，连午饭都顾不上吃，想着
早点拉过去，说不定就能多卖点儿。一
车几十筐，一千多斤，一筐一筐搬下
来，啥时候有空闲了，赶紧吃点儿东西，
等到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最让刘玉红难以忘记的还是怀二
儿子的时候，当时她已怀孕 7个月，挺
着大肚子。有客户过来买石榴，当时还
没有雇用工人，只有夫妻两个人。客户
要的量太大了，丈夫自己采摘不完。“我
跟你一起摘。”刘玉红不顾丈夫的阻挠坚

定地说。石榴种植园所在地比较陡，刘
玉红挺着大肚子，一步一步，小心翼翼，
由丈夫搀扶着，慢慢走到树底下，摘树底
下的果子。摘的过程很艰难，摘好后，要
弯腰把石榴放进筐内，就这样，坚持了几
个小时才摘完。

2015年的一天，刘玉红像往常一
样在路边摆摊。“那天买石榴的人不是
很多，我有点儿烦躁。”刘玉红回忆说，
正在这时，有一个同行路过，望着满满
几大筐未卖出去的石榴建议说，“你可
以试试线上销售，也不用像现在这样
摆摊。”这个建议一下子让刘玉红眼前
一亮，回到家后就和丈夫商量，并开始
实行。经过一年时间，刘玉红由门外
汉成了一个线上销售的内行人。“之前
摆摊的时候，顾客就不算多，自从学会
线上销售后，顾客一下子就变多了，遍
及全国各地，甚至有新疆的客户。”刘
玉红说起这些满满的骄傲。

刘玉红只是一个缩影，在荥阳，有
着更多类似刘玉红的人。他们把石榴
作为河阴一种情感寄托，并致力于将
石榴文化发扬光大。
荥阳时报 李明庆 通讯员 李进 文/图

记者见到刘玉红时，她正像
往常一样在摘石榴，看着沉甸甸
的果实，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剥开薄薄的果皮，露出鲜红饱满
的果肉，正如李商隐对石榴的描
述：榴枝婀娜榴实繁，榴膜轻明
榴子鲜。

张洪涛：
不同的体验是非常美妙的

张洪涛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中医针
灸，2006年毕业于河南中医学院，并且在
医院做了一年医生，后来转战商业，经过
几年的努力在公司立足，坐上公司高管的
位置。但他不满足于现状，渐渐觉得朝九
晚五的工作有点枯燥，每天都是一成不变
的生活。2012年，张洪涛的老婆建议他下
海，思虑再三后，他放弃安逸的生活。

2013年，张洪涛离职后来到荥阳王
村乡王村，先是种了 100亩的无花果地。
在2014年3月份成立了郑州市汇川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同年又流转了400亩的土地，
公司一步步步入正轨。从一个白领又回归
到土地，望着一望无际的土地，张洪涛心里
也没底，不知道自己到底能走多远，毕竟自
己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行业。刚开始种树
苗的时候，因为没来得及灌溉，只能先把树
苗放在地头，怕被人偷，晚上把车开到地
边，睡车里，守着树苗。“现在是个信息社
会，想学东西不难，网络想找什么知识都
有，我不喜欢一眼能望到头的生活，每经过
一次坎，就会有不同的体验，而这种体验是
非常美妙的。”提到如何面对无花果种植中
的一些挑战，张洪涛这样说。

提到下海选择种植无花果的原因，
张洪涛这样说：“一是无花果无论是营养
价值还是医学价值都非常高，特别是含
有较多的胡萝卜素，能缓解眼睛疲劳，起
到明目的作用。而且无花果含有多糖，
能起到抗衰老的作用。无花果还能清热
生津、健脾开胃。二是无花果属于浆果
类，能想到的加工制品都可以用无花果
做到，总的来说加工面非常宽泛。三是
无花果口感非常好，味道浓厚甘甜，但是
因为不易储存，市面上几乎没有卖，这是
一个商机。”

2017年对张洪涛来说是难熬的一
年，遇上了农业上的天灾。2017年 8月
份，郑州和荥阳下了 6场雨，但是王村这
个基地一滴雨未下。“毫不夸张地说，地
里的土干到一脚踩下去都能埋过脚面。
温度太高，都灌溉不过来。”张洪涛至今
说起来还有些感慨。最难熬的是，8月
下旬只卖了 10天的无花果就开始下雨，
一直下了 40多天，下到 10月份，属于颗
粒无收的状态。“地租、人工、宣传包装都
已经投入了，但是没有果子卖。”张洪涛
说的时候看着远处的无花果，仿佛当时
的景象还历历在目。
荥阳时报 李明庆 文/图

记者见到张洪涛时，他正在王
村镇郑州汇川无花果基地摘果子。
看到记者，他滔滔不绝地向记者介
绍如何判断果实是否成熟，并邀请
记者品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