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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洋到田间，“薯”你最棒
青岛90后硕士辞职回村种蜜薯，创新产业模式带动全镇120多户

张张斌斌正正准准备备将将成成熟熟的的蜜蜜薯薯装装筐筐。。

顶着异样眼光，一头扎进农田
朝九晚五的工作固然稳定，但张

斌认为这种生活日复一日，枯燥无味，
不是他追求的人生价值。生活不止眼
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张斌认为
农村是一片希望的蓝海，有无比广阔
的天地。在对市场反复调研的过程
中，张斌发现蜜薯颇受中老年人的喜
爱，以香、甜、糯、可口著称，味道甘甜
但是热量很低，其中所含的膳食纤维
具有润肠通便、缓解便秘的作用。家
乡粗颗粒沙土地正是蜜薯的绝佳生
长土壤，于是在 2018年 5月，张斌毅
然决然回到家乡，扎进农田里钻研蜜
薯种植。
作为村里走出去的高材生，张斌

原本是乡里乡亲人人称赞的榜样，但
是张斌辞职回乡种红薯的抉择，却让
他成为不被理解的“异类”。不少同村
人议论纷纷，父母含辛茹苦真金白银
养大的孩子竟然毫无大志，甘心回村
种红薯，一改常态把他当做反面教
材，教育孩子千万别学张斌，一定要
做成功人士。
“当时街里街坊都在议论，一方
面觉得我已经获得硕士学历，回家种
红薯没有远大的志向；另一方面认为
我一个书生哪里懂得农活，就是胡
闹。”张斌坦言，“当时母亲知道后也
是极力反对，她觉得我在上学期间还
算优秀，先后拿了不少国家级的荣誉
和奖学金，工作也比较体面，最后却
回来种地，她很难接受这种落差。”
张斌父亲的观点却与众不同。

“我在家种红薯已经10年了，粗放式

的管理使得种出来的红薯品相不好，
甜度不高，指着种红薯赚钱更是难上
加难。如果能突破技术难关，靠红薯
增收致富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他
说。
张斌认为农民归根结底是一种

职业，跟教师、医生、工程师等没有什
么区别，新时代的农民是一个充满希
望、前途光明的职业。知识下乡、人才
还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取舍，张

斌坚定地认为，自己可以成为农村创
业的黑马。

吃住在农田，攻克技术难题
一望无际的蜜薯田里，三间简陋

的平房格外显眼。三年间，为了更好
地观察蜜薯的长势，张斌经常一连几
天不回家，吃住就在农田里。
2018年，张斌从河北省引进了一

批蜜薯苗，在自家农田开启了30亩蜜
薯种植事业。因为大学和研究生期间
所学的专业与蜜薯种植毫无关联，张
斌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去弥补经验的
不足。从到外地观摩学习到请教市农
研所的专家、拜邻镇有长年种植经验
的农民为师，张斌狂补自身短板。
他白天在蜜薯田做实验，晚上就

在田间的房子里挑灯学习理论。张斌
的父亲说，“他骨子里有一股钻劲儿，
大夏天顶着太阳，一个人戴着草帽在
地里研究，喊他吃饭都叫不动。”也正
是这股子钻劲儿，使得张斌在同年秋
天迎来了第一次收获。看着饱含自己
心血的30多亩蜜薯成熟，张斌的心情
无比激动，这是他向自己交出的第一
份满意的答卷。
2019年，张斌将蜜薯的种植规模

扩大到80亩，一改家乡的粗放式管理
为精细化管理。土壤蓄水能力较差，以
往的大水漫灌不仅浪费水源，而且不
利于湿度的管理。为此张斌大胆地采
用地膜覆盖、滴水灌溉技术，起垄、覆
膜、滴灌、施肥一体化作业，既能保证
土壤的温度和湿度，又提升了作业效
率，减少成本投入，蜜薯的品质得到极
大的提高。专注技术并敢于创新让张
斌打开了创业的新局面，80亩的蜜薯

一经成熟全部售出，实现净收入30多
万元。
为提升薯苗质量，统一薯苗品种，

张斌全身心投入到大棚育苗研究中，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育苗大棚由一个
扩大到九个，优质的薯苗不仅能够满
足自家种植需求，也能供给村里的其
他种植户。
从脱毒地瓜苗引进到自建大棚育

苗，从冰石涧山泉水灌溉到施用富含
微量元素的有机肥，张斌在三年的摸
爬滚打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生产管理
模式。2020年，张斌将蜜薯种植面积
扩大到 200亩。“现在我们刚出土的
‘冰石涧西瓜红蜜薯’甜度在25左右，
放地窖糖化后甜度能达到55，亩产也
从父母那时的4000多斤提高到9000
多斤。”张斌说，“因为蜜薯的品质好，
我们完全不愁没销路，客户以胶东半
岛地区、北京、东北地区为主，很多经
销商一早就把来年的蜜薯预订了。除
去冷库储存的20多万斤蜜薯，我们今
年保底收入50万元。”

致富不忘乡亲，创新产业模式
返乡创业需要激情，更需要耐得

住寂寞，只要内心笃定，踏实肯干，一
定能赢来人生的高光时刻。
张斌蜜薯种植产业发展得红红火

火，吸引了本村及周边村镇的农户争
相前来取经学习。在张斌看来，这是对
自己事业的最大认可，这使得他既看
到了农业发展的希望，又看到了农业
发展存在的问题。农业技术发展落后，
化肥农药等农资行情混乱，劳动力短
缺成为制约红薯种植的短板。
为了改善家乡红薯种植环境，提

升红薯品质及产量，带动村民脱贫致
富，今年9月份，张斌成立了“青岛薯如
愿红薯专业合作社”，通过“农场＋农
户”的发展模式，打通了从种苗管理，
到农资采购，再到产品销售的全产业
链条，带动全镇120多户农民参与种
植，聚集土地500多亩。
“合作社的发展模式大大降低了
农资采购的成本，切实提高了市场竞
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张斌说，“明年预
计带动全镇 200家农户参与红薯种

植，种植面积将达2000亩。”
回乡务农3年，张斌依然保持着理

工科硕士的严谨。“农业生产离不开
科学，项目的发展需要反复进行论
证，尤其是合作社成立之后，我所做
出的每一个决定都影响身后几十户
的乡亲。我们将扩大恒温库储存规
模，将建成能够容纳300万斤蜜薯的
恒温库。”据了解，今年新蜜薯批发价
格在 1 . 3元/斤，经过恒温库储存至
明年五一前后销售，蜜薯单价能够翻
一倍。
“张斌，一个 90后硕士研究生甘
于回乡创业种红薯，起初我是很不理
解的，但是看着他三年以来的努力，我
发现他身上有一股倔劲儿，他也通过
自己的努力向大家证明了自己的实
力。今年我拜张斌为师，种了15亩的
蜜薯，净收入 5万元。薯如愿红薯专
业合作社发展到今天，不仅让我们村
及周边村的村民都可以借助红薯增
加收入，而且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
就业的问题。”张家沙沟村村委主任
张春树说道。
有了三年的务农经验，张斌感受

最明显的就是，现代化的职业农民绝
不是老辈人所说的“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靠天吃饭，而应该是有文化、懂技
术、会经营、充满创新性、职业性的新
工种。对于未来，张斌还有很多想法，
“目前蜜薯种植的利润率比较低，因此
我还想延长农产品的产业链，以红薯
产品深加工提升合作社利润。我在红
薯种植技术上算是有自己的见解，但
在市场营销等方面，还需要更专业的
人才。在‘互联网+农业’的风口上，希
望未来能有更多的专业人才和我一起
投身农业，成为新型农业发展中的一
支新锐力量。”

□文/图 半岛全媒体见习记者 王雪

返乡创业，日益刷新着农村经济
的面貌。高层次人才扎根乡村，播撒
农村新经济的火种，赋予传统农业丰
富多样的业态，重新塑造农业的产业
链条，创新农业的经营模式，让一个
个充满创意的项目在希望的田野上
开花结果。
“马上就到霜降了，我们要赶在霜
降到来之前把红薯收获完毕，储存起
来，以待来年卖个好价钱。”在青岛平
度旧店镇张家沙沟村百亩农田里，身
材清瘦，面色黝黑的张斌正在地里跟
其他农户一起把挖出来的红薯装筐。
1990年出生的张斌从小在农村

长大，2017年完成大连海洋大学硕士
学业，之后在黄海造船有限公司担任
助理工程师一职。原本可以跳出“农
门”的他，毅然放弃了城里的工作机
会，从父辈手里接过农田，踏踏实实搞
起红薯种植，走上返乡务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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