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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后”返乡新农人丁恒在东西湖区慈惠街经营着一家叫“葡桃
乐”的家庭农场，妻子李春燕比他小3岁。“我和爱人的缘分可能真的
是天注定的。”谈到当初和妻子的相识，丁恒脸上绽放着幸福的笑容。

缘起 相识离不开一个“农”字

丁恒是土生土长的东西湖人，李春燕则在黄陂区出生和长大。
两个人虽都是武汉本地人，缘分却要从两百多公里以外的宜都市说
起。

2021年11月，丁恒受邀参加中组部、农业农村部主办的农村带
头人培训。在培训开始前的预备会上，他从座位上随手拍了张会场
照片，照片中就拍下了“李春燕”的姓名牌。拍照的时候，丁恒绝对不
会想到，这场在宜都举办的活动会是他甜蜜爱情的源起。

培训活动中，丁恒很快注意到了这个坐在自己前排的年轻女孩，
毕竟肯从事农业领域的女孩不多，能成为带头人的就更少。在交流
中，丁恒发现，两人不但都是武汉人，创业经历也颇有相似之处——
都是回乡和父亲一起创业。

丁恒的创业其实是被自己的父亲给拉“下水”的。2018年，在外
闯荡多年的他回到家乡，一直小规模种植葡萄的父亲看好这一行的
前景，拉着丁恒一起开始扩大葡萄园。而在这个过程中，“被动”参与
的丁恒最后却成为了经营的“主力”。从选种到种植、从管理到销售，
他一路摸爬滚打，逐渐摸索出自己的道路。而李春燕则不同，她虽然
比丁恒年轻，但创业却更早、更主动。2017年，李春燕认为家禽养殖
业很有发展前景，便鼓动自己的父亲和弟弟一起开始创业，经过几年
发展，她家的“跑山鸡”做得小有名气。

相似又互补的经历，让两个年轻人有了不少共同语言。“起初，我
们只是简单地交流了一些关于农业的看法和经验，但慢慢地，发现我
们有很多共同话题。”李春燕说。当时，丁恒正在研究利用短视频推
广自己的产品，李春燕对此也很有兴趣。培训的最后几天，两个人就
这个话题聊得热火朝天，也逐渐熟悉了起来。

相约 专心做农业把农场做好

“两个武汉人，跑到宜都去相识、熟悉，你说这个缘分奇不奇妙？”
谈起两人的初见，丁恒至今仍然感到既浪漫又神奇。

培训结束后，两个刚刚熟悉的朋友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中，但联系
却保持了下来，两人经常通过网络沟通创业的经验和教训，交流如何
更好地在乡村扎根和发展。如果没有意外，他们可能会一直保持着
这份普通的友谊，但转机出现在2022年8月。当时，丁恒准备约几个
朋友一起去爬山，李春燕也在受邀者之列。可等到最后出发那一天
一碰头，两人才发现，其他几个朋友都因为各种原因取消了行程，原
本一群人的出游，变成了两个人的专属行程。

人虽然少了，但行程却并不枯燥。原本计划一天的爬山之旅变成
了三天的爬山加漂流行程。一路上，丁恒默默承担了重活累活，对李
春燕处处照顾。“我年龄比她大，又是男生，水和重行李什么的当然得
我来背。”丁恒对这段旅程记忆犹新。李春燕对他的表现也看在眼里，
丁恒的体贴、可靠让她感到温暖和甜蜜，不一样的情愫也进一步萌生。

这次旅行之后，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而作为回乡创业的新农
人，他们的约会项目里除了旅行出游之外，还增添了互相推销对方产
品的内容，丁恒发挥自己的长处，主动帮李春燕做了不少短视频，帮
助推广。经过一年的相处，2023年，两人牵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婚后，李春燕除了打理自家的产业外，也参与到葡桃乐家庭农场
的经营中来，主要负责销售，而丁恒则全心投入到果园的管理中。根
据市场的变化，他们的家庭农场增加了种植的水果种类，目前种植的
水果除了夏黑、巨峰、阳光玫瑰等不同种类的葡萄外，还有锦绣黄桃，
大大丰富了游客的采摘体验。“我们的果园种植以有机肥为主，也基
本不打农药，妥妥的绿色食品，所以回头客比较多。”

今年6月，夫妻俩迎来了爱的结晶，正式升级为人父母。有了孩
子以后，丁恒感受到了更多的责任，他说：“我们现在销售情况不错，
未来还将继续专心做农业，把农场做好。”

（文/宋涛）

8月7日，在新洲区邾城街道铁衖村粒粒收种植专业合作社，数
千亩水稻正抽穗扬花，微风拂过，田野处处稻花飞扬香气扑鼻，一
派令人陶醉的丰收序曲。

“这两天忙着查看田间水稻，平时管护好，想着把产量继续提
升。”35岁的合作社负责人姜旭飞边巡田边与笔者聊天。他2015年
返乡创业，和爱人郭芹一起种粮。历经近10年，夫妻俩种粮面积从
最初的130亩增加到今年的2800多亩，目前正计划培育打造合作社
大米自有品牌，进一步盘活农村闲置土地，带领更多乡亲种粮致富。

白领返乡创业 夫妻俩比着学农技

姜旭飞和爱人郭芹是高中校友，考上大学后，两人在接触交往
中，互生情愫成为了情侣。毕业后，姜旭飞在上海找到一份月薪万
元的工作，郭芹则留在了武汉上班。

2014年，姜旭飞和郭芹结婚后，很快有了爱情结晶，再加上双
方家人需要照料，两人便动了回乡创业的念头。2015年，俩人回到
老家新洲区邾城街道铁衖村，当起“乡村创业CEO”。

刚回农村时，姜旭飞夫妇很迷茫，别人往外跑，他们往回走，家
中老人对他们的创业不理解。好在姜旭飞的岳父郭福泉是农机
手，于是商定创业从农机操作入手，做好“田保姆”，帮人打田耕地、
收割粮食。

“刚开始，农机操作其实并不熟，为了掌握各类农机操作，在岳
父手把手传授下，我把农机操作要点一一写在手机备忘录里，一有
空就拿出来温习，关键步骤用小视频拍摄记录、反复观看。在实操
中，有了新的经验，我再总结补充进去。”姜旭飞说，半年时间，自己
从“不敢碰”农机，变成了农机操作熟手，“慢慢地，旋耕机、拖拉机、
播种机等农用机械化设备都会用了，爱人也成了我带的徒弟，咱俩
比着学农技！”这两年，姜旭飞还学会用植保无人机巡田。

学会农机后，两人商量着学种粮食，夫妻俩在父母、乡亲们指
导下，从撒秧苗、施肥、收割等全流程亲力亲为，但第一年收成并不
理想，亩产只有700斤，农技专家指出可能是品种不佳、管护不到
位。2016年，姜旭飞夫妻俩决定试种优质水稻品种“鄂中五号”，承
租了乡邻300亩闲置土地，经过一年努力，亩产提升1000斤至1100
斤，这给了他们极大的信心。如今，合作社扩大种植后，水稻示范
基地已达2800亩。

构建全产业链条 打响“粒粒收”大米品牌

“种植面积上千亩，如果只种不加工，产业经济效益依旧上不
去。”姜旭飞说，在种植规模不断壮大的情况下，2022年，他们计划
筹建仓库，打算建起合作社自己的粮食加工厂，“立足一产种植水
稻，谋划二产粮食加工，产业链条和基础就会越来越完备”。

想法好，但夫妻俩尚处于创业积累期，面临粮食加工厂启动资
金、选址困难等问题。2022年年中，一次偶然机会，团区委到合作
社调研考察，姜旭飞提出了自己建厂的想法，团区委搭桥引荐，帮
助他积极对接新洲区人社局、武汉农商行新洲支行，开通“金融绿
色通道”，通过“青创贷”业务，5天内为他们提供20万元的资金支
持，及时缓解了夫妻俩建设粮食加工厂的资金压力。

“好政策越来越多，创业劲越来越大。”通过各方努力，姜旭飞
在离铁衖村姜上湾找到一处空地可供建厂。当年9月，粮食加工厂
顺利落成后，开始运营。“村里有了粮食加工厂，稻米可以加工了，
不仅水稻产业升级了，我们周边的村民也高兴，农忙时每天会聘请
五六名村民来厂务工，给大家提供了就业机会。”姜旭飞告诉笔者，
仅在加工厂务工，村民每天可增收100多元，还为周边不少种粮大
户提供稻谷加工社会化服务。

“我们的加工设备从原料清理、去除砂石杂质、去壳、抛光、米
糠分类、大米选色连续作业，经历十多道工序，成品大米形状长条、
洁白完整且口感好，广受市场青睐，不少客商都会提前预订尝鲜。”
姜旭飞夫妇表示，未来两年，他们计划注册“粒粒收”大米商标品
牌，把“粒粒收”大米推向市场，走进千家万户。

（文/余康庭 蔡先进）

盛夏时节，武汉乡村瓜果飘香，位于
蔡甸区张湾街道红星村的红兴农场里，硕
大饱满的黄桃挂满枝头。曾强艳和丈夫曾军
配合默契，正忙着采摘打包。时间不长，60多
箱礼盒包装的精品黄桃就搬上了小车的后备
厢，准备送往武汉市区。谈到和丈夫的创业之
路，“80后”曾强艳说：“做农业虽难，但有丈夫
这个坚实的后盾，再难也不足为惧！”

“扎根”武汉
铺就生态农场“幸福路”

曾强艳和曾军都是湖北钟祥人，1999年成
家不久，夫妻俩在武昌经营餐馆，开了四家分
店，生意红红火火。后因家中有老人、小孩需
要照顾，他们便回到老家做餐饮生意，还办起
了装修公司，小日子过得舒服而安稳。

为了和外嫁的妹妹离得更近，相互有个照
应，2011年，曾强艳带着小孩来到蔡甸，开了一
家电子产品售卖店，曾军紧随其后，逐渐将装
修生意转移到武汉。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后，夫
妻俩开始寻找新的创业方向，最终在蔡甸区张
湾街道红星村创办了集果蔬采摘、休闲民宿、
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红兴农场。

谈起创办红兴农场的缘起，曾强艳说，刚
来武汉时，他们经常到妹妹家串门，一来二往，
便注意到了红星村，看着曾经闭塞的小村落一
步步发展成道路通畅、交通便利的美丽家园，
夫妻俩便萌发了在这里打造“世外桃源”的想
法。

夫妻俩考察后发现，张湾街道靠近汉江，
经过江水长期冲击沉淀，这里的土壤含有丰富
的钙、磷、锰、铁、锌等多种矿物质元素，有机物
质含量高，非常适合种植瓜果蔬菜。2019年，
曾强艳在红星村流转了260亩土地种植生态水
果，目前已有锦绣黄桃、凤凰李子、欧洲香蜜
杏、小心柑等近30个名优品种，采摘期可从5月
持续到10月。

在红兴农场里，笔者观察到，果园里的土
壤颜色偏深，呈深黑色，果树粗壮、枝叶茂盛，
果香浓郁。“我们从不使用化肥、激素、调节剂
等化学物质，施羊粪等有机肥，土壤更肥沃，通
过人工除草、物理防虫，来保障果蔬的绿色安
全。”曾强艳认准了这条路，“既然做农业，就要
做生态农业，坚持有机种植，让客户吃到真正
绿色健康的东西。”

同甘共苦

感受历久弥香乡村爱情

看到如今瓜果飘香、土鸡满地跑的生态农
场，外人哪会想到，这日子越过越红火的幸福
之路并非全部由鲜花铺就。

2020 年年初，果园刚刚建好，就遇到了
疫情，当时正值果树移栽巩固期，1 万多株果
树需要整枝、施肥、定型、人工除草，工人和
机器进不来，全靠一家三口人工养护，好不
容易熬过了疫情，又遇到连续大暴雨，果园
里 1 米多高的堤坝被冲垮，积水漫过腰身，20
多个水泵没日没夜地抽水，果树还是死了一
大片。

看着曾强艳沮丧的模样，曾军立刻将重心
从装修公司转移到农场上，主动承担起果园的
生产和技术工作，帮助曾强艳一起管理农场。

2022 年，果园种植的锦绣黄桃第一年挂
果，年产达到三四万斤。望着树上硕果累累，
曾强艳和曾军相视一笑，当听到客户采摘品
尝后的连连好评，看到孩子无忧无虑在农场
奔跑的场景，夫妻俩更坚定了做生态农业的
决心。

然而，“靠天吃饭”的农业种植又给夫妻俩
上了一课。今年2月极端的冻雨天气，让正处
在花芽萌动期的凤凰李尽数冻伤，无法开花，
损失近40万元。“原本一棵树能产80至100斤
李子，现在颗粒无收，600多棵凤凰李树‘全军’
覆没，果园里的蟠桃也减产了五分之四，一棵
树只有二三斤果子。”

今年6月中旬，武汉进入梅雨期，正值蜂糖
李成熟的关键期，遇上降雨，果子便会开裂掉
落。眼看2万多斤蜂糖李铺了满地，曾强艳心
痛地落泪了。在丈夫的安慰和建议下，曾强艳
忍痛割爱，将种植了5年的蜂糖李全部锯掉，准
备明年重新开始，嫁接适合本地生长的苹果李
和欧洲香蜜杏。

即便困难重重，也从未放弃，5年的农场经
营，在这片瓜果飘香的土地上，曾强艳和曾军
携手共进、攻克难关，他们一起不仅用辛勤的
汗水浇灌出甜蜜的果实，也愈来愈深切地感受
到了乡村爱情的历久弥香。

（文/蔡梦娅 刘玮）

“最近，我们正在集中供应冬瓜、苋菜
和苦瓜这些蔬菜，这茬蔬菜完后，马上又会

种上青椒、花菜。”8月6日，在新洲区三店街徐
红斌家庭农场，农场负责人徐红斌和妻子徐娟
正细心察看蔬菜生长情况。一垄垄鲜嫩翠绿的
蔬菜，在夫妻俩眼里就是最幸福的丰收。徐娟
坦言，看到果蔬丰收虽然成就感满满，但亲历过
才深知种菜不易。

徐红斌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先后荣获“武汉
市文明市民”“武汉楷模”“最美退役军人”等称
号。返乡创业近10年，他不断摸索、尝试，终于
找到了种植有机蔬菜的致富路。

返乡种菜
收获美好爱情

2008年，徐红斌结束5年军旅生涯选择返乡
创业。刚开始时，他经营了一家农家菜馆，但最
终创业失败。一次偶然机会，市农科院一位专
家给他指了一条路：可以尝试发展有机蔬菜种
植，这个市场有潜力。

2014年，徐红斌贷款30余万元，流转盘活了
当地70多亩土地，创办家庭农场。同时，在当地
街道支持下，创建了有800多亩规模的蔬菜联合
体，带动9个村共同发展有机蔬菜。

“起步难，但好在有专家和农业部门的支
持，加上我从种植技术到田间管理再到蔬菜销
售，个个环节都亲力亲为。终于，功夫不负有心
人，两年后，我承包的核心有机蔬菜种植园喜获
丰收，毛收入达50多万元。”徐红斌说。

“创业虽苦，但最甜蜜的事，莫过于在创业
路上，有爱人的陪伴、支持。”谈起回乡创业的幸
福事，徐红斌感慨，最大的成就是收获了一份美
好爱情。他说，自己和妻子徐娟是2014年通过
朋友介绍认识，当时徐娟一家人在麻城做肉牛
养殖，徐红斌知道徐娟的大致位置后，便带着自
己种植的各种蔬菜，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徐娟家
门口，主动帮忙干农活，这一举动深深打动了徐
娟。

由于当时徐红斌蔬菜种植处于起步阶段，
背负了不少创业贷款。对此，徐娟没有顾虑，她
觉得，“相处中，只要人踏实肯干，诚实可靠就
行”，于是两人很快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徐红斌和徐娟相互扶持，共同经营农
场。徐娟负责农场的内部管理和后勤保障，徐
红斌则负责技术和市场销售，农场越做越大，如
今整个基地种植面积达200亩，每年可带动当地
100多名村民就近务工。

相互扶持

闯出产业“新路子”

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蔬菜产量也日渐
提升。如何确保基地蔬菜在采摘后保持新鲜和
口感，成为徐红斌和妻子面临的一大难题。当
时，徐红斌提出建设冷库的想法，但手头现有流
动资金短缺又让他们陷入了困境。

“当他跟我说要再贷款70万元建冷库时，我
心里很不安，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就怕翻不了
身。”徐娟回忆起那段日子，眼中闪烁着复杂的
情绪。后来，俩人反复沟通了十多次，徐红斌从
冷库的作用，到建设风险规避，每个环节一一介
绍，考虑得周到细致。

冷静听完丈夫的讲述，徐娟心中的担忧
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对丈夫的信任和支
持。如今，有了冷库保障，蔬菜存放问题得到
了解决，再也不用担心因天气变化或市场波
动而导致的蔬菜损耗，这让他们有了更多的
信心和底气，也激发了试种更多蔬菜新品种
的想法。

除了冷库储存，为了保证蔬菜品质，妻子
徐娟还同步提出，从种植一开始，农场所有
蔬菜必须施有机肥。“这样种出来的蔬菜长
势好、品质优，口感才好。”徐娟介绍，去年，
玉米刚成熟，就吸引了电商平台前来考察订
购，工作人员现场拿出测糖仪检测玉米糖
分，结果显示玉米糖分高、品质好，当场订购
了 5000 根。

这两年，夫妻俩在空闲时间中，轮流参加
各类农技培训班，到蔬菜种植先进地区取经
学习，“创业路上不进则退，今年，我们开始探
索各种适合武汉本地气候和市场的蔬菜品
种，希望能通过丰富产品线，满足消费者需
求，在不确定竞争中拥有更多特色优势，更好
助力乡村振兴”。

徐红斌说，“种菜路”总会有波折，“好在我
们是夫妻创业，既是爱人又是合伙人，共历风
雨、共迎彩虹，这一路上与爱人相扶前行，真
好！”

（文/余康庭 蔡先进）

▲徐红斌和徐娟。

武汉乡村 爱情故事正精彩

妇唱夫随
打造“生态果园”

致富路上
共历风雨共迎彩虹

“95后”返乡新农人的
“农”情蜜意

“最甜蜜的

事莫过于携手

创业”

“你是我最

坚实的后盾”

“我们的缘分

是天注定的”

从种粮到加工
稻花香处“粒粒收”

▲

曾强艳和曾军。

▲

丁恒和
李春燕。

▲姜旭飞和郭芹。
邹斌 摄

比着学农技

相约一起种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