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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搞农业，不懂农业”
李女士的公司，与莱西市店埠镇政府

的直线距离仅有500米。
店埠，因盛产胡萝卜闻名遐迩，当地除

了胡萝卜之外，也盛产白萝卜、西蓝花、白
菜等蔬菜。
“当年，正是看好店埠种植蔬菜的规模
优势，才来到这的。”李女士说。
在接受半岛全媒体记者采访时，她没

有向记者透露当年的她向这片“蔬菜热土”
投入多少资金，但就她目前坐拥的这片土
地，投入应该不菲。相关资料显示，该公司
的注册资本为3800万元人民币。
李女士说，从青岛市区来到店埠镇，她

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这片土地
上。
站在记者面前的李女士衣着朴素，面

部捂着一个黑色的大口罩，还有十余个苍
耳子扎在她沾了一些泥巴的裤腿上。如果
这身装扮走在大路上，没人相信她是一个
老板。
“我之前是一个大夫，青岛市区的大
夫。”她两次向记者笑着重复，“现在尽管搞
农业，其实我不懂农业。”
“不懂农业”的李女士，治下有数名农
牧业种植和养殖人员。当然，也不能否认，
早年的公司满目苍翠，整个园区种植着桃
树、苹果树、无花果树等，而蔬菜大棚里种
植着紫红白菜、宝塔菜、红菊苣以及多个品
种的四季蔬菜。除了这些果蔬之外，园区里
还养殖着家畜和家禽。
上述景象，两年前还在延续。她说，那

时的春天花香阵阵，秋季硕果累累。可现
在，她面对着的却是被砍伐后散落得遍地
都是的桃树枯枝。
“两年前，这些桃树就不太结果了。”她
说，起初树叶变黄，有些树枝开始枯萎，到
了次年也就是2020年，情况更加严重，哪
怕结桃子，桃子也很小，病虫害严重。细心
的她同时发现，以往长势良好的蔬菜，开始
变形或变黄。
这些异常是如何发生的？对于她这个

“不懂农业”的生态园负责人而言，根本找

不到原因。但此时，生态园的蔬菜种植人员
提醒她，蔬菜和桃树的长势发生异常，可能
水质出现了问题。
“水质问题”让她警觉起来。
“一直以来，蔬菜水果用一样的肥料，”
她说，“种菜工人提醒我，是不是浇菜的水
源受了污染？”

被牛尿淹没的农田
面对桃树急剧减产和蔬菜枯黄的事

实，被提醒后的她不得不下功夫寻找症结。
也就是在此时，才想到生态园北部那个面
积达134亩的“汪洋大海”。和普通的汪洋
大海不同的是，这个“汪洋大海”的主要成
分不是海水，而是牛尿！
谈及134亩“汪洋大海”，不得不从这

134亩农田的租赁说起。
早在2018年之前，这134亩土地属于

李女士农牧公司的一部分。而这块农田与
青岛新高地奶牛养殖场仅有一马路之隔。
对于李女士的公司而言，面积庞大的土地
当时让他们无法顾及。就在此时，奶牛场找
了过来，想要租赁这片土地。
“他们想租赁这片土地，对我们而言，
也解决了地大可能荒废的问题。”李女士
说，将134亩土地租赁出去，他们首先要考
虑对方租赁土地的用途不能非法。就此她
曾询问过奶牛场，奶牛场则称他们租地种
植玉米等庄稼，为奶牛提供秸秆等饲料。正
是基于此，公司与新高地奶牛场签署了4
年的租赁使用合同。
“我们没有任何加价，以当初从店埠镇
拿地的价格向外租赁的。”李女士说，不加
价向外租赁，一方面解决了她所在公司面
临“地大”种不过来的难题，另一方面解决
奶牛场储备饲料之需。
“134亩土地，4年的租赁价仅为58万
余元。”李女士说，他们每年会将收回的租
金交给店埠镇政府，政府再将收到的租金
交给流转土地的农民。
而一直以来，这起找上门的“交易”，让

李女士一直心存“感激”。
土地被租赁之初，奶牛场按照合同约

定种植了庄稼。但不久，李女士发现，奶牛
场除了在土地上种庄稼外，一些施工人员
来到现场，开始在土地的周边挖坑埋管子。
“对于埋管子，当时我并没有过多在
意。”李女士说，“人家埋管子可能为浇地。”
这些管子被埋下后，李女士才发现管

子的另一头不是水源，而是一个面积庞大
的牛尿池。
“这个牛尿池的上口占地10亩，最深
处达9米。”李女士说，但后来发生的一切让
她难以置信：奶牛场的工作人员开始通过
管道向这134亩农田里排牛尿。
半岛全媒体记者在现场发现，这个牛

尿池位于奶牛场西北角的高处，偌大的牛
尿池在太阳的映照下格外刺眼，现场弥漫
着牛尿味，在牛尿池的西北角，一条穿过草
丛和马路底部的主管的两头，分别连通着
牛尿池和134亩土地，粗管的末端有多个
分管。
李女士向记者提供的一份材料上说

明：牛尿、牛粪、冲刷脏污的氢氧化钠碱水、
84消毒液等混合物通过这条主管道分流到
分管道排放到土地里。
牛尿在第一年大量排放时，李女士曾

经问过对方，对方的答复是向农田里排牛
尿是种植施肥的需要。就此，她相信了对方
的说法，没有干预。但到了当年二次排放
时，整个农田一片“汪洋”，农田有些位置的
积尿超过七八十厘米。这些积尿如此慢慢
向地下渗透或借助气候蒸发。

惨淡景象背后的焦虑
“每次由6名员工分别扯着管子排放，
一次排污60天，一年排放两次，已经排污3
年。”李女士说。
随着牛尿排放次数与数量的加剧，李

女士发现，牛尿渗透地下之后干结的地面
上白花花一片，如同盐碱地。当然，这只是
表象之一。
表象之二是，这片地周边由公司种植

的万棵桃树开始出现枯萎现象，“半死不
活，结果少，果子长不大”。每年投入到万棵
桃树上的资金不在少数，投资桃树亏损，成

了制约李女士公司发展的瓶颈。
表象之三是，由于牛尿长期对土地进

行浸泡，早前在134亩地的南侧是一堵长
上百米、高近3米的土坝，如今这堵土坝已
经下陷到不足1米。
表象之四是，李女士说公司附近的地

下水源，已经被渗入地下的牛尿污染。
李女士站在公司一条人工河道边向记

者介绍，她面前人工河道内的水已经被牛
尿污染。她说，之前公司所有的蔬菜全部用
人工河道内的水浇灌，自从去年开始，蔬菜
浇灌了人工河内的水，叶子发黄，甚至枯
萎。当前蔬菜浇灌用水全部引用大沽河水。
面对无望的桃树，公司从去年开始组织人
员大批量砍伐桃树。
“桃树都是10年前栽种的，如今本应
处于盛果期。”李女士说，“之前死亡的桃
树达 4000棵，当前砍伐了不结果的桃树
4000棵，8000棵桃树共损失 200余万
元。”
事实是，李女士的公司发现这些异常

现象后，曾找过新高地奶牛养殖场，并将大
量牛尿渗透地下并蔓延可能是导致果树、
蔬菜死亡和受害的主因反映，但这没有阻
挡住养殖场排牛尿的计划。
“一年排两次，今年上半年仍在排。”李
女士说。
当前天气渐冷，这块被租出的134亩

农田尽管已被养牛场进行了深耕，但现场
仍残留着白花花的土壤。
“这些土壤里含有大量的碱，已经造成
了严重的土壤板结。”李女士说。
就在此时，她身边的一名工作人员使

劲搬起一块深耕后板结的土疙瘩。
“这块土疙瘩重达30余斤。”这名工作
人员说，整块地内全是这样的土疙瘩。就
此，这名工作人员曾向专业人士咨询，如此
大量牛尿造成的土地板结，需要用锯末或
酒糟连续改良5年以上，才能达到种植条
件。这134亩已经严重板结的土地，如果公
司进行改良，将付出土地承包金数十倍的
费用。
“得不偿失呀，得不偿失！”李女士站在
深耕的土地上边叹息边摇头。

谜团中的“一池牛尿”
“种桃果子小，种菜叶发黄”，园区一片惨淡，双方都在喊“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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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端

面对眼前惨淡的景象，少有人
懂得李女士内心深处的焦虑。
李女士当前的身份是莱西市一

家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早
在数年前，身为青岛市区某民营医
院负责人的她，来到了莱西市姜山
镇，买下了这家公司，成为该公司的
执掌者。
李女士起初的愿望是自己执掌

下的公司，有朝一日能做大做强。但
随着“一池牛尿”的搅局，她的愿望
如今已大打折扣。
用她的话说，租出后即将收回

的土地、周边土地及地下水源被牛
尿污染了，之后她开始向相关部门
举报与自己公司仅有一马路之隔的
大型奶牛养殖场。
面对举报和半岛全媒体记者的

采访，当地监管部门言辞中透露着
对奶牛养殖场的“暧昧”。或者，事件
背后诸多真相远超外人想象。

面对眼前惨淡的景象，李女士
内心充满了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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