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家责任A18

其实，曹恒堔并不是第一个放弃“铁饭碗”回

乡务农的大学生，早在几年前，北大才子卖猪肉、
清华学生种蔬菜的新闻都曾造成过轰动效应。

采访中，曹恒堔称，他也曾利用网络进行招

商，但至今没有回音，他把过错归咎于书面材料
不充分，只是简单介绍了自己的状况和想法。

其实作为投资者更为关心的问题是市场
前景如何？项目能够在多长时间收回投资？
这些预期目标都需要深入调查。

曹恒堔说根据自己的调查，差点每亩地

毛收入可以达到7000元，好的话一万二三，但
他无法解释清楚，这些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
的，简单的数学问题谁都可以计算，重要的是
计算的方法。

创业专家的建议是：选择自己熟悉的行
业，在创业初期积极拜会所有创业领域的前
辈，充分了解国家以及各地相关的扶持政策，
进行优化组合，面对即将到来的困难应有充

足的心理准备。
张雨生歌中唱到“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

心跟着希望在动……”我们支持大学生创业，
尤其是回乡创业，但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理
性创业，大学生能够充分发挥高学历的长处，
做好详细的市场调查及规划，利用好电子商
务等先进方式。

希望一两年以后，曹恒堔的预想能够变

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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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4年前，曹恒堔风光无限，考上了

大学，完成了父母的心愿，4 年后，曹
恒堔再次制造轰动，2008年5月，他辞
去每月2000多元工资的固定工作，贷
款在家里搞起了“大棚蔬菜”，回归农
民生活。5 个月的创业，曹恒堔现状
如何？在国家鼓励全民创业的今天，
曹恒堔能否为大学生自主创业提供一
个可以借鉴的模板？

晚报记者 王战龙 文/图

疾风呼啸，席卷着泥土和草根掠过空
旷的田地，塑料大棚上的草垫四处乱飞，曹
恒堔满脸泥灰，站在一米多高的棚顶上，压
着草垫，一点一点推给下面的父亲，老曹抓
住一个草垫子，用绳子牢固地绑住，确保能
够抵挡大风袭击。

“变天了，得赶在霜冻之前完成保温设
施。”曹恒堔哆嗦了一下，搓搓冻得发僵的
手。育苗棚保温是他眼下最紧急的事了，
棚里的辣椒苗供应 4 个大棚的种植，一旦
受冻，将影响到下一步蔬菜种植以及上市。

12月4日，漯河市问十乡曹店村，大风
降温，当地新闻称“这是今年立冬以来首次
降温到零度以下。”

曹恒堔的大棚蔬菜基地紧挨村子，距
离交通要道——漯舞公路不足500米，10个
占地30亩的巨型大棚，框架已经初步成型。

晚上5时多，天色渐黑，村里星星点点亮
起了灯，马路上鲜有人迹，农户家看门的老狗
蜷缩在窝里，偶然噢噢两声，也懒得出窝。

“干啥不好，非要干这（种植大棚）。”老
曹嘟囔了儿子一句，埋怨中夹杂着几许心
疼。曹恒堔回乡创业，彻底改变了老曹夫
妇安逸的生活。

老曹说，如果不是儿子搞大棚蔬菜，他
们老两口现在也和其他农家一样悠闲，坐在
火炉前，端着茶杯，看着电视，讨论一下剧中
人物的命运，或者几个朋友打打麻将，聊聊
天，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而现在，三个人
每天早上5时多起床，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回
家。“忙得连饭都吃不到嘴里。”老曹说。

老曹在村里也小有名气，上世纪80年
代在陕西黄陵拖拉机站打工，是村里第一
个万元户，现在家里有拖拉机、旋耕机，养
了 5 头老母猪，兼卖饲料，按老曹的话说

“随便糊弄一下，一年也落个七八万元，啥
时候下过这苦力？”

在老曹眼里，儿子所谓的创业有点寻
求一夜暴富的味道。

事情还得追溯到5月的一天。

按照曹恒堔最初的设想，现在应该是这样一
幅景象：5月份开始施工，一个月完成土地平整、
大棚搭建等基础设施，赶在八九月份蔬菜就可以
上市。蔬菜基地大棚林立，棚内蔬菜生机盎然，
商贩来来往往，形势一片大好。

然而几乎半年过去了，他的蔬菜基地大棚框
架才基本成型，保温、浇水等设施还正在施工，工
程并没有他预想的那么顺利。

“当时想法太简单，认为雇几个人，棚一搭，
菜一种，就行了。”曹恒堔说，“现在才发现，种菜

比想象中复杂多了，主要是琐碎。”
比如5月份就和农户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

直到麦收后才完成土地平整，而且农村工人不像
城里工人，他们农忙干活，农闲才打工。

而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村里并没有种植大棚的
前车可以借鉴，曹恒堔大学学的数控和种植八竿子
打不着，所有的工作都是靠着临时买的两本书和漯
河市蔬菜办的技术员指导完成的。

这一切都影响到了曹恒堔的创业步伐，但他
并不担心。他将自己的蔬菜定位为绿色无公害

有机食品，一切都是“高标准、严要求”。
曹恒堔说，自己建的大棚是新型的巨型棚，

一个大棚占地 3亩，多膜覆盖，保温性能好，比传
统的无骨架结构更加抗老化。采用地埋式水管灌
溉，既节约用水，又符合植物生长规律。并已经和
周边的养鸡场、养猪场等达成协议，肥料使用鸡粪和
沼气粪等农家肥，生产出来的萝卜比苹果都甜。

他说，现在先后已投入20多万元，仅贷款就
十几万元，预计 2009年 3月份左右，第一批蔬菜
正式上市。

在村口马路边，恒堔生物蔬菜有限公司的牌
子异常醒目，上面写着：“恒堔生物蔬菜有限公司
位于问十乡曹店村漯舞公路北 200 米，总投资
500万元，占地 50亩，以生物配方种植高效有机
蔬菜和蔬菜深加工为主，年产值 500 万元，先进
行一期工程，投资 100万元建设日光温室 30座，
生产厂房一座。”

曹恒堔说牌子是乡里树的，目的是树立典
型，希望他能够以此带动村里人形成大棚蔬菜的
规模种植，带领乡亲们一起致富。

“现在我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去劝说大家一
起种蔬菜，因为没有成绩，所以没有发言权。”曹
恒堔说，但他深信，“一年以后，大棚蔬菜走上正
轨了，赚钱了，那时候绝对是一呼百应。”

按照曹恒堔的远景规划—— 一年后成立公
司，统一管理统一运作，树立品牌，对蔬菜进行包
装，提高质量抢占市场，以漯河市区为基点，向周
边城市扩张。

指着村外的土地，曹恒堔信心满满，“只要我
的 30 亩蔬菜大棚全线投产，这一带估计用不了
一年，全部是大棚。”

被创业改变的家庭
为帮儿子搞大棚蔬菜，老两

口每天5时多就得起床，忙得连
饭都吃不到嘴里

艰难的第一步
计划一个月完工的项目几乎用了半年才成型，小曹发现种菜比想象中复杂多了

逐渐清晰的前景
规划一年后成立公司，树立品牌，对蔬菜进行包装，抢占市场并向周边城市扩张

父子间的“较量”
小曹先斩后奏辞去工作，家里对其进行“思想批斗”，最终老两口还是被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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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未来不是梦”

曹恒堔的蔬菜大棚曹恒堔的蔬菜大棚

那天，曹恒堔突然回家，带给
父母的是一个惊人的消息：回乡务
农——种植大棚蔬菜再创业。

老曹至今还为儿子唐突的决定而不满。连
续几天，家里不停开会，主要目的是对儿子进行

“思想批斗”。
在母亲朱织星看来，曹恒堔原有的工作是旱

涝保收，2007年大学毕业，在洛阳一家重型机械厂
上班，再有一个多月就转正，月工资也能从实习期
的1500多元升至2000多。辞职了有些可惜。

几天的思想教育工作，最终以老曹夫妇的败
阵而结束。

“不帮他咋弄？已经把工作辞了，待在家里，
除了种大棚，旁啥他都不干。”老曹无奈地说。夫
妇俩勉强同意了儿子的决定，但双方因为种植面
积的分歧再次发生了争执，老曹本打算将家里现
有的土地和村里人调换一下，集中在村子附近，
种个三五亩，看看市场反响咋样再说。而曹恒堔
坚决要求 30 亩起步，否则不干，他的理由是“没
有规模就吸引不了商贩，零敲碎打永远成不了气
候”，称这是他市场调查后得出的结果。

他曾到漯河大棚蔬菜发展较好的临颍县以
及蔬菜批发市场进行实地考察，发现大棚蔬菜行
情不错，而老家附近乡镇种植较少，有种植的地

方，也基本上属于农户单兵作战，没有形成规模，
更没有打出自己的品牌。

而老家的有利条件是临近公路，距离漯河市
区十几公里，交通便利，如果进行规模化大棚蔬
菜种植，绝对有“钱景”。

“应该赔不了，就是成本回收时间长短的问
题，根据我调查，一亩地每年毛利7000元左右，好
的话一万二三，有个一年时间就能收回成本，最坏
也就是两年。”曹恒堔的理由打动了老曹。

老曹说自己也侧面打听了，种蔬菜还行，“主
意不错，就是折腾得太大了。”父子两人初步达成
了一致。

曹恒堔（左）和家人正在忙曹恒堔（左）和家人正在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