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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天气、市场等影响，黄瓜等蔬菜
的市场价格忽高忽低，频现“过山车”，
加上农资价格不断走高，有时起早贪
黑，辛苦一茬，并不见得有好的收益。

“改变不了市场，咱就得适应市
场。改善农业种植结构，发展特色农
产品种植，是抵御市场风险，带动农产
品增益，农民增收的良好途径。”王坤
坡的话颇有见地。

2014年，经多方考察，根据中牟
气候条件及本村土壤结构，夫妇二人
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种植大棚
葡萄。

消息不胫而走，又是全村哗然。
“我们种植大棚葡萄是下了很大

决心的，毕竟村里没人尝试过，我们只
有摸着石头过河。”回忆当时，申小雨
感触良深。

办法总比困难多。他们根据大棚
葡萄种植需要对原本种植黄瓜，面积
1.3亩的大棚进行科学改造，并在官渡
镇农业服务中心的引导下，引进了当
时最受市场欢迎的夏黑和户太两个优

质品种开始试种。尽管种植大棚葡萄
不像种植大棚黄瓜那样可以当年受
益，敢于创新的夫妻二人依然起早贪
黑，苦中作乐。

随着实践的深入，他们发现，实验
技术并不像书本和老师讲的那样容
易。“小小一个大棚，要控制好温度、光
照、湿度等因素，又要处理病虫害，各
种各样的问题接踵而来。”王坤坡说。

记者采访现场看到，在西侧大棚
门口有一间简易的钢构房，是俩人临
时休息的地方，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桌
子上有几本浸满汗渍的农业种植技术
书籍，墙上贴满的小纸条详细记录着
葡萄施肥、除虫的时间。

二人告诉记者，种植大棚葡萄可
不简单。拉穗、保花保果、套袋、膨果、
疏果等都有一套的科学方法，只有熟
练掌握这些，才能种出品相好、口感佳
的好葡萄。

“单就套袋而言就要因‘地’制宜，
每年5月初，我们的葡萄就要早早套上
袋子。因为中牟境内杨树繁多，漫天

飞舞的杨絮粘在幼果上会带来各种有
害菌，影响果实生长。除此之外，这层
防护服还能防病虫害，保护果粉等作
用。”小小一个袋子竟有如此多的学
问，记者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隔行如
隔山。

“大棚葡萄种植，起五更睡半夜，
天天提心吊胆。担心长势不好，担心
病虫害，担心刮大风把棚刮塌，担心下
大雨，下冰雹……但这一切都不是最
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满棚硕果，销售
成难题。”申小雨说。

“咱家的葡萄是无公害种植,成本
自然比市面上的普通葡萄高出很多。
卖低了亏本，卖高了无人问津。没有
办法，为了宣传咱们家的葡萄，我们就
在县城高档小区门口让业主免费品
尝，并主动加微信。夜里一两点到家
是家常便饭，看着躺在车上被蚊子叮
的满身是包、早就睡着了的孩子，几次
我都想放弃，但是我不能，我不光要种
好，还要学着卖好！”男人的尊严让王
坤坡收回了泪水。

久旱逢甘霖，风雨过后的田野一片生机盎然。雨水冲刷过的水泥小路笔直向前，微风
拂过，两旁的庄稼如浪婆娑，层层翠绿尽染。

大地重新找回阳光，阳光回到大地。一座座整齐排列的白色塑料大棚泛起七彩炫光。透过
防风网走近观看，一层层葡萄叶如绿云低垂，大串大串的葡萄如颗颗紫色玛瑙裹着白色纱裙从
叶子缝隙里垂下，整齐划一,甚是喜人。

在葡萄架隙间，面容清秀的申小雨身着蓝色工服，熟练地摘枝择叶，缓步前行。尽管雨后棚内还是闷热，细密的汗珠顺颊
而下，衣背尽湿，她却浑然不知。说话间，身体壮实、脸庞黝黑的王坤坡给客户送完葡萄，驾驶着电动三轮车迎面驰来，爽朗的
招呼声如同这夏日般热情。

当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瞄向北上广，扎堆大都市，王坤坡、申小雨这对大学生夫妻却把目光投向了农村这片广阔天地，
在家乡的土地上播撒耕耘，一时成了他们村中的新鲜事。6月30日上午，记者来到中牟县官渡镇大段庄村小坤葡萄采摘园，
聆听他们不一样的创业故事。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崔合林 王强 文/图

2010年 6月，同为 24岁的中牟籍
学生王坤坡、申小雨在河南科技学院园
艺专业毕业，在校期间两人都主修大农
学。毕业后，王坤坡顺利进入郑州宇通
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申小雨则进入一家
专营农资的公司做销售工作。

2011年昔日同窗成了恋人，再到
夫妻。他们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朝九晚
五，生活还算安逸。但每每想到自己
的所学及大学时代的创业梦想，夫妻
俩就觉得眼下的生活并不是自己真正
想要的。

2013年，两人得知政府鼓励年轻
人自主创业，并且提供相关政策支
持，而农业项目更是作为政府大力扶
持的对象，有不少的机遇和发展前景
时，他们受到了启发，两个 27岁的年
轻人说服双方父母，满怀一腔热血回
到了家乡。

“告别了大都市的十里繁华，霓虹
闪烁，在家乡的田埂上听蛙鸣悠扬，蝉
虫激扬！我和爱人有共同的梦想，我
深信我们能，也一定能在家乡的这片

土地上播撒希望，收获梦想!”申小雨
当年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位于中牟县东部的官渡镇，交通
便利，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随
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农民们搞起了蔬
菜大棚，该镇成为中牟县无公害蔬菜
的核心主产区。而大段庄村和周边邱
庄、水溃等村的大棚黄瓜种植由于产
量高、质量优、产地集中，成为当地的
特色农产品。

王坤坡、申小雨放下面子，俯下身

子，说干就干。
大段庄村的大棚黄瓜种植技术当

时已日趋成熟。他们虚心向村中种植
能手请教，并通过网络和书籍掌握相
关技术，加上自身专业优势，当年就获
得丰收。

“大棚黄瓜种植费时费力，盛果期
时在劳累一天后，还要在后半夜就爬
起来，把孩子丢在家中，戴着头灯回到
棚内采摘，要赶在天亮前送到交易市
场。”王坤坡至今历历在目。

稳中思变 小小葡萄勾画田园梦想

期冀未来
发展观光农业
和乡邻共同致富

“坤坡两口子有能耐人又实在，
俺明年也要向他们学习技术改种葡
萄！”邻地55岁的王建伟兴奋地说。

据了解，经过5年多的发展，夜以
继日地摸索、尝试，夫妻二人的大棚
葡萄种植技术日臻成熟，截至目前，
种植规模扩大至5亩4个大棚，1个温
棚，3个冷棚。王坤坡、申小雨夫妻二
人已经成了村里小有名气的“大学生
农民”。

在他们的精心管理下，果子品质
优良无公害，深受市场喜爱，最好的
时候每斤卖到20多元，单棚亩产3500
至4000斤，平均收入近5万元。

“个人致富不是目的，我们要带
动和引领更多的乡亲致富。”王坤坡
和申小雨夫妻俩一拍即合，带动全村
10余户种植大棚葡萄，切实增加了农
民收入，当初村子里不理解的乡亲也
对踏实肯干的两个年轻人竖起了大
拇指。

“接下来，我们将扩大规模，科学
配置新的优良品种延长供果周期，完
善提升园区环境，在党和政府的支持
下，打造县城近郊农家乐，发展观光
采摘，成立合作社构建产销平台，和
乡亲们一同奔小康！”夫妻俩对未来
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夫妻俩不错，爱农业，懂技术，
还善经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
适度规模经营，培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中牟县总工会有关负
责人表示，这对大学
生夫妻放弃城市生活
回乡创业，用执着和
汗水铸就的“金饭
碗”，胜过在城市中接
手别人的“铁饭碗”。

自主创业
放弃都市生活返乡做回农民

“我和爱人有共同的梦想
在家乡的土地上播撒希望，收获梦想”

“小葡萄”串起“大梦想”
中牟85后大学生夫妻返乡创业，带领乡亲一同奔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