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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有 45个温室大

棚，占地 200余亩，有 30多个热

带水果品种，而且全部都是绿

色、无污染种植，全部都是自然

成熟的有机水果。”赵俊伟笑着

说，刚开始时，资金确实少，所以

这些热带水果的品种都是慢慢

增加的，现在一个果园内，一年

四季不断花、不断果，等过年的

时候来采摘，可以采到草莓、百

香果等7个品种的热带水果。

现在周边都知道了李村镇

有个热带水果采摘园，每到周末

和节假日，这里都非常热闹，时

间一长，赵俊伟就想到可以带动

整个李村镇的旅游发展。“我们

现在已经开始做了，而且还非常

受欢迎，来我们李村旅游游客大

多都是周边县市，他们玩得都非

常开心。”赵俊伟说。

现在赵俊伟和高志飞的

百香果热带果蔬采摘观光园

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有越来

越多的人前来采摘、观光，他

发现现在的大棚规模已经不

足以满足市场。

“现在有不少的电商想销

售我家的水果，但现在的产量

仅够消费者采摘的，所以我们

也希望能带动更多的老百姓

加入，带动更多的人脱贫，改

变他们的传统种植模式，我们

可免费教种植技术，等水果成

熟后，我们负责收果、销售。”

赵俊伟说。

黄河岸边，种出 30多种热带水果
匚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淑娅

牡丹区李村镇朱庄行政村有两名 80后青年，他们初中毕业后在外地打拼，直到 2018年 7月份，两人回到菏

泽，在家人的反对声中干起了热带水果大棚。12月 9日，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来到牡丹区李村镇的百香果热带

果蔬采摘观光园，见到了正忙着将水果装箱的赵俊伟，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创业故事。

1987 年出生的赵俊伟初

中毕业后，他没选择继续求

学，而是决定外出打工。

“我的第一选择是北京，

那 时 年 龄 小 ，不 怕 吃 苦 ，就

一 头 扎 进 北 京 的 大 都 市 里

开 始 闯 荡 。”赵 俊 伟 笑 着 回

忆 道 ，那 时 他 没 有 技 术 ，什

么也不会，只能做流水线工

人或者是给别人打下手，但

只要有工作机会，他都不会

拒绝。

和赵俊伟同时出来闯荡

的还有高志飞，两人从小一起

长大，一起在北京打拼。

2009 年，高志飞进入北

京一家农业公司的种植部，

常年待在海南、云南等城市

种植热带水果，他觉得这份

工 作 不 错 ，虽 然 很 辛 苦 ，但

能学到不少知识。同年，赵

俊 伟 也 来 到 这 家 农 业 公 司

的销售部做销售员，经常去

北 京 、哈 尔 滨 、沈 阳 等 地 销

售水果。

“那时候，热带水果虽然

价格贵，但在北方很畅销。”

赵俊伟说，那时他 22 岁，因

为经常出差，与各种各样的

人打交道，所以成长得特别

快。时间一长，他和高志飞

两人慢慢地就摸出了门道，

高志飞会种植技术，而赵俊

伟有销售渠道，于是两人就

想着创业。

走南闯北为生活而拼搏

2016 年，赵俊伟和高志

飞就相继辞职，在北京的一

个批发市场批发水果，开始

了他们的创业之路。

那时赵俊伟和妻子在北

京，赵俊伟负责与海南等地的

水果销售商进货，妻子在北京

负责销售，而高志飞则在沈阳

销售，三个人分工明确。“那时

我们刚刚出来创业，被周围的

同事和朋友嘲笑，觉得我和高

志飞‘有病’，我俩在公司干了

7年，都做到了经理，本可以轻

松地工作挣钱，非得自己创

业，给自己找麻烦。”赵俊伟苦

笑着说，当时他在心底暗暗赌

气，自己一定要成功，但创业

的第一单就让他吃了个大亏。

因为经验不足，对水果市场

调查不彻底，赵俊伟进的第一车

热带水果滞销了，第一单就赔了

9万余元。“对我打击特别大，没

想到会是这样。后来还是家人

和朋友对我的鼓励，我才重新振

作起来，但9万多元真的不是小

数目，我们的存款都被掏光了。”

赵俊伟说，后来他不敢懈怠，每

天都跑北京的各大超市和市场，

查看水果销售情况，在他和高志

飞的努力下，生意越来越好，一

年能挣30余万元。

于是赵俊伟买了车，还

把 菏 泽 老 家 的 房 子 重 新 盖

了，村里的人十分羡慕，连连

夸赵俊伟和高志飞有出息。

在北京批发水果开启创业之路

2017年年底，赵俊伟和高

志飞回到菏泽老家过年，看到

家附近的地里都盖上了大棚，

觉得特别奇怪，一打听原来是

扶贫大棚。“后来我俩详细问

了下，才知道咱菏泽的‘返乡

创业’政策很好，于是我俩又

心动了。”赵俊伟说，过完年后

回到北京，回家创业的念头越

来越强烈，北京虽好，但总归

不是自己的家。终于有一天，

他找到高志飞，说了自己想回

家的念头。

谁知，高志飞也有回家

创 业 的 想 法 。 于 是 两 人 一

拍 即 合 ，当 即 决 定 回 家 创

业。

但他俩的想法却遭到家

人的强烈反对。“我父母强烈

反对，他们觉得我在北京这么

多年已经站住脚了，为啥还要

回家种地，让人看笑话。但我

回家的决心已定，谁都改变不

了。2018年 7月份，我和高志

飞筹集 200多万元，回到家将

大棚租了下来。”赵俊伟说，那

时他父亲气得好几个月没跟

他说话，就连他改造大棚时，

父亲都没来看过。

2018 年是赵俊伟压力最

大的一年，父母的不理解、村

里人的冷嘲热讽和身上的债，

都让他咬着牙硬挺着。

2018年 9月份，赵俊伟和

高志飞种下了第一批火龙果，

这批火龙果承载着他俩的未

来和希望。好在不负众望，火

龙果长势不错，一个大棚产值

就高达 2000 多公斤，与海南

产量持平，而且火龙果口感

好。这让赵俊伟和高志飞信

心倍增。于是，他俩又相继在

大棚内种上了芒果、无花果、

海南木瓜、香蕉等 30 余个品

种。

“返乡创业”政策促两人回家创业

园内一年四季不断花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