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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规模产生效益”。任何产业单打独斗都难成气候。广大
农民朋友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发展自己，致富一方，这
就要求大家针对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自身的实际，选准项
目，形成规模，以谋求更大的利润空间。

石家庄市栾城县范台村的草莓采摘节，刚开始的时候没
有多少人去，后来解放思想，通过媒体宣传，完善自身，终
于引来大量客流；沧州市盐山县兴林养殖中心总经理于林波
刚开始借了很多钱养猪，由于技术不精等原因，损失很大，
后来他钻研技术、研究市场，２００７年销售生猪５１００多头，
销售收入超过１０２１万元；唐山迁安乐丫农产品开发有限公
司创始人许晓冰放弃城里的工作，回家承包荒山，起先种蘑
菇，因为行情不好，赔了不少钱，没有人想和她合作，后来
她利用山区散养柴鸡、建沼气池、养猪，通过坚持不懈的努
力，她的乐丫公司成了带动附近农民走向富裕的龙头企
业……为了使农民朋友在发展农业规模产业中有所借鉴，我
们选取了部分有代表性的农村创业致富故事编辑成书，希望
能给大家提供参考和帮助。

由于信息来源及编辑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出现差错，恳
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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掏市民的钱包　鼓农民的钱袋子
———范台草莓采摘节成功运作分析

宋国刚

　　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六，省会王先生夫妇带着孩子开车
去了栾城县柳林屯乡范台村草莓基地采摘草莓。那个周末和
王先生一家有同样想法的省会人不在少数，他们都带着亲朋
好友来到这里尽享春光采摘草莓，品味农家生活的乐趣。

据统计，两年时间，范台村草莓采摘基地共接待了６万
多人。虽然范台的草莓价格比市场价格高了约一倍，但５００
多个草莓大棚内已成熟的草莓被前来游玩的游客 “一扫而
光”。

“去范台摘草莓”，已经成为了省会人们在春天周末休闲
娱乐的首选。

范台村的草莓种植户只管种，不管摘，更不管卖。如此
“省心”换来的却是高额的利润回报———棚均收入１．８万元
左右。这是为啥呢？近日，笔者带着疑问来到了范台村。

“逼上梁山”
“别看现在我们清闲得很，在这儿坐着就能卖个好价钱。

当年刚种植草莓时，我们可也受了罪了。”村民檀玉刚笑着
对笔者说。

话还得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说起。范台村是典型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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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没有啥工业基础，村民主要种植玉米、小麦等大田作
物，累死累活忙一年，年底一算账，剩不下几个钱。

当时范台村两委看到这种情况，开始琢磨着调整种植结
构，改变种植品种，以促进村民增收。檀增顺书记说：“想
挣钱，必须得有思路。成天在自家那一亩三分地上转悠，根
本不行。其实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想干啥、能干啥，就是想出
去转转，开阔一下眼界。”

在村里和柳林屯乡政府的大力帮助下，山东寿光、衡水
饶阳、保定满城、保定徐水等农业发达地区都留下了范台村
村民们的 “足迹”。

孔书新去过６次。
檀发凯去过３次。
檀玉刚去过１２次。
……
范台村一共２０００多人，这几年来，出外参观的就达到

了１０００多人次。
经过多次考察，村里和大多数村民觉得种植草莓效益比

较好。但是，等到了要开始真正种草莓的时候，不少人又犹
豫起来。檀玉刚说：“去了有几十个种植户，回来以后，信
心都挺高，说引进来试试。但草莓在咱们这儿长不长，能不
能发展，谁也没有底。甚至有些上了年岁的村民都没见过这
玩意儿，认为草莓是树上结的。”

在家人和村民的一片质疑声中，１９９９年秋，檀玉刚试
种了两分地。由于当时草莓还是个稀罕物，售价达到了６块
多钱一斤。檀玉刚两分地的草莓卖了三四千块钱，一亩地合
一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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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种植在范台村一炮打响。
看到能挣钱，范台村民陆续扩大了种植面积。同时，石

家庄周边不少县市的农民也看到了这一商机，开始种植草
莓。草莓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大幅度增加，东西一多，销路就
成了问题。

支书檀增顺说：“那时候可真是苦！一到收获季节，一
般都是晚上１点多就得出发，有的用三轮车拉，有的几家合
租一辆汽车，到石家庄的批发市场去卖。运到批发市场后，
价格还得听人家的，草莓这东西娇气，怕挤怕压，不好运
输，不耐放，多少钱当天也得出手。”

村民檀玉刚说：“苦点儿累点儿也能挨过去，最难受的
是石家庄不允许农用车随意进市，那时候我们的拖拉机、三
马车经常被交警查扣。一查住，一天白干，好话说尽，还得
托人才能把车要回来。”

柳林屯乡副乡长白玉平证实了老檀的话：“那时候，经
常有村民给乡里打电话，让我们去石家庄交警大队要车，有
的时候一天跑好几趟。乡里麻烦不说，耽误了农民多少
事呀！”

痛定思痛。
在范台村和柳林屯乡的反复商量下，最后决定举办 “阳

春草莓采摘节”，用农家旅游的形式来销售草莓，从而促进
草莓的发展。

２００３年，范台村举办了首届 “阳春草莓采摘节”。
“樱桃好吃树难栽”

一提起休闲、旅游，人们就会想到爬山、看海、逛苏
杭，让市民主动来名不见经传的范台采摘草莓并不是件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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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儿。
由于组织松散、知名度不高，首届 “草莓采摘节”没有

得到省会市民的认可，每天的游客稀稀拉拉。
第一届就冷了场，怎么办？
如果照此趋势继续办下去，可能会 “赔了夫人又折兵”，

啥也捞不着；停办，又得走回原来的老路，种植户赔钱不
说，也许范台的草莓产业会因此而停步不前，甚至萎缩，几
年的努力会付诸东流。

村里和柳林屯乡紧急商量后，决定 “上门拉客”。在
《燕赵都市报》、《燕赵晚报》等媒体上刊登广告，村里每天
派出８辆大客车，免费拉市民前来采摘。

这招还真灵，客流逐渐回升，但远未达到人们初始的
预期。

说到这儿，就不能不提一个人，他就是柳林屯乡乡长杨
志新。调任乡长前，杨志新是栾城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正是
杨乡长利用其与省会各媒体良好的人际关系，打开了范台草
莓采摘节的成功之门。

“认识媒体的人多只是一个方面，我觉得草莓采摘活动，
创新了市民旅游休闲的形式，不用舟车劳顿，不用大把花
钱，就能吃好、玩好。这本身就是一个新闻卖点。如果没有
这些新闻卖点，媒体的朋友们也不会给咱这么卖力气。”杨
乡长笑着对笔者说。

最多的一年，省内有关媒体曾对范台草莓采摘活动集中
报道过一周的时间。

正是凭着新颖的形式、旺盛的媒体人气，范台草莓采摘
逐渐走向成功。

·４·



随着采摘游客的越来越多，在服务上又出现了问题。如
种植户漫天要价，采摘景区的厕所脏乱差且数量不足，没有
开水供应，给部分老年游客带来不便等。

采摘棚区的入口，一块 “草莓统一采摘价：６元／斤”
的大标示牌引人注目。檀增顺书记说：“有的农户看来的游
客越来越多，漫天要价，为了防止这种行为，今年我们统一
规定了价格，如果有人违反，遭到游客投诉，那马上取消其
资格，逐出园区。”

范台村又在乡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对景区的厕所进行了
改造，建起了几座高标准的公厕，在景区的入口处建了免费
开水供应处，大大方便了游客。

几 点 优 势
西瓜节、鸭梨节、甜瓜节……这几年节越办越多，让人

眼花缭乱，可真正火起来的却没几个。可谓是名字喊得震天
响，效益却是见不着。范台村的阳春草莓采摘节为啥就办得
这么火呢？

一是自然优势。范台村距离省会仅２７公里，通往该村
的公路路况非常好，开车只需半个小时左右。

另据杨志新介绍，以范台村为中心，方圆３万亩，没有
大气污染，没有水质污染，地下水质优良，通过了省农业厅
农业环保站环评测试，这里的草莓、蔬菜是真正的绿色
食品。

二是人文优势。范台村民风淳朴、村内安定团结给举办
采摘节奠定了很好的人文基础。如果三天两头和游客发生纠
纷，这节肯定是办不好。

另外，范台村两委干部的深谋远虑也对采摘节产生了深
·５·



远影响。如果没有前期组织大伙出外参观，村民的视野无法
开阔，草莓种植提不上日程，现在的采摘节就无从谈起。

三是政策优势。范台草莓采摘节的成功离不开柳林屯乡
政府和栾城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当初建棚时，有关部门就给
予了种植户一定的资金支持。

举办采摘节，“掏市民的钱包”这个主意就是柳林屯乡
乡长杨志新想出来的，并且杨乡长还利用其在媒体深厚的人
脉，为采摘节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因此也可以看出，没
有相关媒体的大力宣传，范台草莓采摘节不会如此红火。

四是硬件优势。俗话说 “打铁还得自身硬”，想要长久
发展下去，必须得保证草莓的质量。在这点上，范台人下了
苦功。

品种最优。现在采摘区品种主要是法国大赛莱可特、日
本丰香等，高产、色艳、味甜。

技术最新。草莓大棚里用的是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
提供的最先进的滴灌设备，不仅省水６０％以上，还省时、
省工，且大棚里安装着传感器，草莓的整个生长过程，需
水、需肥、温度高低都可以通过传感器反馈到电脑屏幕，依
照电脑的指导进行管理。

“未雨绸缪”
从第一年的不到千人次，到现在的二三十万人次，“范

台阳春草莓采摘节”已达到了顶峰。种植户檀发凯说，现在
最发愁的事是草莓太少、人太多。到高峰期时，周六下午草
莓就没多少红的了，到周日基本上都闭棚了。

笔者采访檀发凯的短短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就有四五拨
游客来问 “还有草莓吗”，檀发凯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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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采摘基地待得越长，花费就越大，农户们赚得
也就越多。但范台原来只提供草莓采摘项目，游客只是摘点
草莓买走。”柳林屯乡乡长杨志新说。范台村支书檀增顺也
向笔者表达了同样的看法。看来柳林屯乡和范台村已经考虑
到了这一问题。

２００８年，在县乡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范台村在举办
“草莓采摘节”的基础上，开辟出一块１０亩左右的空地，进
行了 “风筝展演”活动，游客不仅可以购买，还可要求现场
制作，现场放飞，尽享乡间野趣。同时还提供吃农家饭、体
验农家活动等服务。

支书檀增顺说：“今年我们提供的这些活动，使游客的
停留时间从两个多小时延长了一半，最多的一天，一户卖农
家饭卖了５０００多块钱，看来这是个好路子。我们还琢磨着
以后搞钓鱼、野菜采摘等活动，把农家风格做足做透。”

柳林屯乡乡长杨志新告诉笔者，几年下来，“范台草莓”
已经被打造成了一个品牌，乡里准备利用这个品牌，吸引更
多的城市人来观光旅游，吃农家饭、做农家活、看农家景，
现已形成以范台为中心，辛李庄、北屯、城郎及东牛庄村的
温室大棚、拱棚、食用菌基地、芦笋基地为依托的３０００多
亩无公害蔬菜基地，把柳林屯乡的乡村旅游做大做强。

·７·



十年树木千秋功　一望青山万里春
———记永年县绿洲泉生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姚文社

王节英

　　漫山葱郁满目景，昔日荒山变绿龙。走进永年县西部山
区，原来的秃山荒坡已不见踪影，酸枣树、核桃树、柿子
树、刺槐、松树栽满了一坡又一坡、一山又一山，座座山坡
身披绿裳，处处鸟语花香。地处山区深处的新安村一改昔日
沉寂静默的姿态，村民在山上给树浇水、开山铺路、架设电
线、修建梯田，处处欣欣向荣，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告诉
笔者，人忙山绿村富完全归功于开发荒山的姚文社。

扔掉 “铁饭碗”
姚文社生于１９５５年，永年县讲武乡尚古村人。１９７０

年，由于家境贫困，年仅１５岁的他告别了心爱的校园，走
进了邯郸轻工机械厂当上了一名学徒工。从进入工厂的第一
天起，他就下定决心脚踏实地学好技术，干好工作，掌握好
本领回报父母。为此，工作中，他积极肯干，虚心向师傅们
请教，并因工作出色逐渐受到师傅们和厂领导的喜欢。没过
几年，他便摆脱了学徒工的身份，成了一名正式业务员，之
后又当上了业务科长直至１９８５年当上副厂长。

１９９０年，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转变的形势下，也正是姚文社可以发挥所长大展身手之时，
他毅然作出了一个令全厂人吃惊的决定：辞去副厂长职务下
海经办自己的工厂。凭着２０年积累的技术知识，凭着２０年
的工作经验，凭着２０年的业务联系，他励精图治、卧薪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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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自谋职业、自主创新，在多方支持和配合下，姚文社的
化工厂建成了，可由于资金短缺，所用的炼苯炉是旧设备，
工艺落后，出现漏气现象，造成安全隐患。为此，他多次请
同行专家前来会诊，请求医治之术。可经过４次精心焊接
后，炼苯炉仍承受不住高温，一到３００℃顶部就会泄气漏
气。这样停停干干二十多天，企业仍处于半停产状态。连续
几天，他废寝忘食地查资料、看图纸，向省城工程师咨询，
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一个大胆的想法产生了：改造炼苯炉
的内部结构，使其顶部能够与高温抗衡。当他把自己的想法
告诉省市专家后，当即遭到了他们的质疑和反对。可姚文社
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在专家的陪同下，他自己动手把炼苯
炉改为火烧式，通过在炉子内部改变火的走向等方法，成功
解决了高温泄气问题，化工厂终于顺利投产了。化工业的同
行们听到这一消息后，都纷纷来电来函邀请姚文社为他们的
炼苯炉进行诊治。

改行当 “中医”

１９９６年，受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行情影响，姚文社又
要改行了。他忍痛停产了自己经营６年的化工厂。姚文社苦
苦思索和寻觅着，他通过反复学习，对照国家产业政策，在
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探索适合当地自然资源优势的特色企业。

偶然间，姚文社从朋友那里了解到，离永年县不远的邢
台、山东太行山区产有大量的天然酸枣，可由于缺乏用途和
销路，大量的酸枣白白烂掉。利用这一资源优势能开办一家
什么企业呢？姚文社先后往返８次到邢台、山东等地考察天
然酸枣资源，并通过查阅资料了解到酸枣仁为鼠李科植物，
性平味甘酸，营养丰富，有补心安神、敛汗生津之功效，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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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列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的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并收
入 《中国药典》中，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销路也很广。一
面是取之不尽的酸枣资源，另一面是广阔的销售市场，何不
把资金投向酸枣仁加工呢？这一想法使姚文社欣喜不已，同
时也让他忧心忡忡。因为他知道，改行中药生产，设备、厂
房、环境要求标准高，自己又缺乏中药方面的知识，怎么
办？可从不惧困难的姚文社没有退却半步，认准的事儿，就
是再难，他也会下定决心，一干到底。

事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随后的几个月里，姚文社先
后十次到省图书馆查阅资料，每次到省图书馆一坐就是一
天，渴了喝自来水，饿了吃口方便面，所有有关酸枣仁中药
功效的内容都被他全部翻阅并抄录下来，同时，他还积极向
省市中药专家请教，与县中医院专家一起到药都安国参观学
习，自学中药有关知识并取得中医资格证书。在对中医有关
理论和知识融会贯通的基础上，１９９６年底，姚文社开始实
施自己的创业计划，投资建起了永年县地大生物制品有限公
司，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投资兴建厂房，制定了规范的中药材
生产流程，实现了中药材酸枣仁从筛选挑拣到炮制生产的规
范操作，他的地大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也因此获得了省市药监
部门颁发的中药材生产许可证，他的中药材酸枣仁顺利投
产了。

荒山变 “金山”
新安村是永年县最西部的一个偏僻小山村，地处永年

县、邯郸县、武安市交界处，四周的荒山野坡显得荒凉、贫
瘠而沉寂，杂乱生长的野草、荆棘在干旱和孤独中与死亡作
顽强抗争，新安村１７０多口人也在期盼和无奈中苦度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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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盘山路，打口深水井已成了他们几代人的梦想。

２００５年，新安村的世代梦想终于要实现了，因为为他
们圆梦的人来了，他就是地大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姚文
社。２００５年初，姚文社从永合会镇某领导那里了解到，新
安村有１万多亩的荒山还没有开发，而且到处生长着野生酸
枣树。这一消息使姚文社兴奋不已，因为他知道如果把荒山
开发出来种植酸枣，会使自己的地大公司有更为廉价、更为
丰富的原材料，又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内心产生了，他发誓
要把荒山变 “金山”。

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姚文社马不停蹄多次到山东、
邢台、甘肃等地考察酸枣树的生长环境和条件，并请专家对
永年西部山区的土壤结构进行论证，结果很快出来了：永年
西部山区适合优质酸枣生长。当他把这个消息和承包荒山的
打算告诉永合会镇领导后，得到了镇领导的大力支持，并很
快签订了５０年的荒山承包合同。

姚文社的绿洲泉生态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了，公司的唯一
任务就是开发好永年县西部新安村、里本窑、张边三个村外
的１万多亩荒山荒坡。唤醒沉睡千年的荒山，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首先要修建盘山路，漫山的荆棘杂草丛生，大小
石块遍山，对此，铲车、推土机都无从下 “手”，一切工作
都要靠人们披荆斩棘，把石块一块块搬开来，水泥、砖等物
料也只有靠人挑牛驮。这是一项艰苦而又巨大的工程。

“别不自量力了，要治理千古不变的荒山，难如登天。”
有人给他吹 “冷风”。

姚文社淡淡一笑：“不敢走前人没走过的路，至今恐怕
仍是刀耕火种。我要向愚公学习，只有立下愚公移山志，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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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让荒山变 ‘金山’。”烈日炎炎的夏日，像着了火，姚文社
和他的同事们头顶火辣辣的太阳，脚踩烫人的乱石块，搬石
建路，衣服被汗水浸透，贴在身上，盘山路一米一米地向上
延伸。几个月下来，姚文社和同事们磨破了几百双的胶鞋，
手上的血泡磨破了，变成厚厚的老茧，近十公里的盘山路终
于修成了。

路有了，可水、电、土、苗、人工一个又一个问题接踵
而来。开弓没有回头箭，姚文社开始考虑争取多方面的支
持。他积极争取林业、计划、水利、土地、畜牧等部门的支
持。在这些部门的帮助下，公司引进了优质酸枣新品种３
个，建造集雨池６个，打深井２眼，上变压器２台，修山间
路３０公里，投资６００万元建水库２．５平方公里，架设输水
管道１０万米，坡改梯田１５００亩。同时，他实施了 “公司＋
农户＋基地”的模式，把新安村、里三窑、张边三个村的

１７００多人招录为工人，与县劳动局联系，接纳了１５０余名
下岗职工，既解决了自己的人工不足难题，又促进了劳动力
的就地转移和下岗职工再就业，同时带动了周边１０００多户

３０００多人从事酸枣、小杂粮的生产、加工和销售。
到目前，姚文社承包的荒山已种满酸枣、核桃、松树、

柏树、黄楝、小杂粮等。他还成立了集种植、加工、销售为
一体的绿洲泉无公害小杂粮协会，把３０００亩梯田承包给

３００多农户，统一供种、集中收购、小袋包装、超市销售。
同时他还发展林下经济，投资５０余万元养殖柴鸡２００００只，
养蜂２０００箱。一心把产业做大做强的姚文社把目光投向更
远的地方：投资１．６亿元实施了万亩优质酸枣小杂粮综合生
产加工基地项目，兴建酸枣、蜂蜜、小杂粮、饲料等项加工

·２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