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BA

2011年5月26日 星期四 统筹 张锡磊 美编 任艳华 校对 王泓 版式 唐唐

独家责任A14

上大学，“跃龙门”，找个体面
工作，安分守己过日子，是普通农
家对于子女教育的最高追求。

但河南农业大学学生王灵
光却选择了到农村种田，2010
年，尚是大三学生的他与人合伙
创办了农业合作社，一年时间，
他的农业合作社从最初的 200
亩增至2000多亩。今年王灵光
又考上了本校农学研究生，他要
用理论和实践寻找着一条农业
合作社的可复制模式。

晚报记者 王战龙

合作社发展之初，众多农户对于这个尚未
毕业的毛头小伙并不信任，即便是宣传页上诱
人的低价战略。

在宣传页上，他们宣称：购买农资产品，价
格低于市场价格。农田耕作和收割均由合作
社提供大型机械，每亩价格也低于市场价格5
元。

宣传页上的“郑重承诺”打动了部分农户。
王灵光说那时候真的是“跑断腿，磨破嘴”。

不过，最终获取信任的还是“科学技术”。

大学课堂上，王灵光曾注意过，有个“玉米
晚熟技术”：玉米收割日期比传统推后一周左
右时间，将有效保证增收增产。

而现实中，农民种植玉米都是“抢收”。
王灵光找到农户宣传自己的“科技理论”，

农民并不认同，“祖祖辈辈积累的经验还不如
你一个小孩？”

其实，王灵光自己心里也没有底，课本上
的理论他也从未付诸实践。

他决定在自己的200亩地上进行“现场试

验”：把 200亩玉米分为两块，其中 100亩按照
老农们固守的传统日期收割；另外100亩则推
迟一周时间收割。

那天，他请来了合作社的农户及周边的种
粮大户现场观摩。结果，晚收割的玉米比另外
的100亩玉米多产了一万多斤。

这些祖辈与土地打交道的老农们彻底
被折服，参加合作社的农户也激增猛进，种
植面积从最初的 200 亩增至现在的 2000 多
亩地。

王灵光儿时的梦想就是想做个“地主”——
拥有一片广袤的土地。

初三那年，他在地里帮父亲干农活，突发奇
想地指着身边一大片耕地说：“如果这一片都是
咱家的多好！”

父亲笑了，没有言语。
2007年高考，王灵光原打算报考新疆石河

子大学，因为家人反对，他选择了河南农业大
学。

“小地主”的梦想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但
并没有具体的方向。

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出台《中共中
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规定，让刚上大二的王灵光再次萌生经营土
地的想法。

2009年，王灵光跟随导师李海潮教授到鹤
壁参加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初次接
触农业合作社，他也第一次清晰了自己的发展
方向，以后就做个种植合作社。

他和学校老师一起，探讨修正自己的想法，
他们确定了三步走的方案：第一步是初级合作
社形式，以向农户提供农资、技术服务为主；第
二步是托管，农户把土地交给合作社，由合作社
来种植、管理、收割、销售，暂不签订长期合同；
第三步才是流转，签订长期合同。

同时，他在一个“土地流转”网站上，继续寻
找支撑他梦想的合作伙伴。

2010年5月，正上大三的王灵光有了自己
的第一批土地。他和漯河市郾城区庙赵村种植
蔬菜的赵国叶签订合同，共同经营 200 亩土
地。7月份，“德行丰农”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

王灵光老家周口，村子是中国上百万个村
庄中普通的一个。上大学，“跃龙门”，找个体面
工作，安分守己过日子，是普通农家对于子女教
育的最高追求。

大学生回乡务农？最初村里人并不理解这
个村里第一批本科大学生的理想。

在宣传页上，“德行丰民”种植合作社承诺：
“秋粮以及夏粮产量不低于未加入合作社农民
的平均产量”。

这句话，像拍着胸脯铿锵有力，也让很多人
质疑，吹牛吧？

王灵光却坚信自己的承诺能够实现，因为
有科技保证。“如果我种植的效果和他们一样，
我还当哪门子的农民？”他说。

他举例说，5月15日，是小麦蚜虫的高发期。
“小麦蚜虫繁殖力特强，一晚上就有几十代

上百代，爆发后，一夜之间麦子都变成了黑色”。
王灵光说，“有些成虫泡到原药里面都不会死。”

此前几个月，他们就发传单，在村里广播上
让村民进行提前预防，村民依然固守传统观念

“旱了浇水，有虫了打药”，并不理会他们的劝告。
而他们则在3月15日除草的时候，就在除

草剂里加少量的杀虫剂，杀死部分虫卵；4月15
日集中打药；5月15日，清除残余。

与其他依然沿袭传统种植的农田相比，他
们的麦田里几乎没有虫子。

王灵光说，其实很多传统观念是错的，比
如，以前老观念认为“红蜘蛛”并不影响小麦产
量，但“其实会导致10%到50%的减产”。

与传统的农民相比，他们似乎更注重精耕

细作，会派人在地头监督犁地机械犁的深度，会
利用现有渠道灌溉庄稼……

他们也在一步步“颠覆”着父辈们种地的模
式。

比如：当地种植每亩小麦，需要20到25斤
种子；他们则尝试减少种子数量，“精耕细作”，
在两亩地的试验田，每亩只用了7斤种子，提高
发芽率。

比如，一个人管理两三百亩地。
2010年，王灵光的两个初级农业合作社，

为农民提供育种、农机、化肥等项服务，使合作
社每亩农田提高了200多斤的粮食收成。

王灵光他们给合作社定的目标是：做国内
第一家上市的农业合作社。

他坦言，在创业中最大的困难是资金，虽然
有很多鼓励大学生创业的政策以及资金扶持，
但真正操作起来比较麻烦，甚至根本无法操作。

2010 年，合作社赚取的 10 多万元基本都
投入到了合作社的发展上，现在合作社共有
5 名成员，打药除草、浇地等力气活，基本上
都是亲自上阵，很少雇人，目的也是为了减
少成本的投入。而他们每个人的工资待遇
也暂时“寄存”在合作社，等到合作社壮大后

再领取。
王灵光的合作社现在也正在组建一个团

队，同学樊宝山、王志鹏加入到合作社，合作社
还吸纳了一个懂经营的人——李玮峰。

李玮峰曾做过生意，具有经营意识。
李玮峰直言，现在依然还是靠着创业热情

在推动合作社的发展。这并不是一种值得推
广的模式，而是应该让其更符合市场化的游
戏规则。

李玮峰所做的工作就是把合作社的发展规
范化，让其成为一个可以“复制”的模本。

他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并不是土地问题，而
是如何将这种模式形成制度化，便于推广实施。

初步的想法是，将王灵光解放出来，专门做
“技术总监”的活。

王灵光说，农业合作社如何发展，他们并
没有可循的模式，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的
操作基本上属于三步走的第一步和第二步，对
于第三步“土地流转”的方式，他们内部也争论
不休。

但是，他们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为农
业合作社找到一条可复制的模式。

从小就有当“小地主”梦想

做国内第一家上市农业合作社

“我要做个和他们不一样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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