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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
环境，刘建军带着全家从云南回到家乡邵
阳，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当时正在做建材生
意的邓珍强。2021 年初，邓珍强当选贺井
村党支部书记、主任，言辞恳切地劝说刘建
军回邵，希望他能着手开发贺井村的闲置荒
地。

“来我们村里发展吧！我们村需要你这
样的种田能人。营商环境这块你不需要担
心，不管是开荒修路还是架水架电，只要你
需要的支持，我都可以给你。”邓珍强表态。
刘建军被邓珍强的诚意打动，最终决定回到
贺井村。

在邓珍强的支持下，刘建军和合伙人一
起承包了村里120亩荒地。“土质很差，要用
翻土车把石头一车车运出来。”刘建军表
示。为了改良土壤，每年春天，他从粮食站
收购稻谷壳，以1:1的比例把谷壳和有机肥

进行搅拌，再放到发酵池里发酵5至6个月，
中途再加发酵剂，用挖掘机至少搅拌2次，
最后再把这些肥料平铺到菜地上，一年下来
要用200吨以上肥料。

“这些稻谷壳就像海绵体一样，它的有
机质含量比较高，能将肥料的肥力牢牢储存
在上面。浇肥时，我们还要往地里喷洒一些
有益菌，这是一种人工合成的生物菌群，用
来增强作物的抗病性和抗逆性。”说起种田
心得，刘建军俨然一个资深农学专家。

经过长达4个年头的土壤改良，贺井村
120亩荒地从黄土蜕变为黑土，几十个大棚
拔地而起，各类时令蔬菜鲜嫩欲滴。“种田不
能心急，它需要时间、汗水和智慧的沉淀。”
刘建军笑眯眯地说。

“蔬菜基地建成后，每年可以给村集体
带来40万元的租金收入。”邓珍强介绍。

（下转2版）

◆“来我们村里发展吧”
刘建军老家位于双清区高崇山镇马

杨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儿子。在正式
投身农业前，他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
摸索碰壁。

年轻时，刘建军在云南摆过地摊，做
一些小本生意，2002 年，因经营不善选
择回到老家，一边照顾年迈的父亲，一边
打理自家地里的农活，日子虽然安稳，却
没多大盼头。

2009 年，刘建军再下云南，做了两
年回收废弃轮胎的生意，最终仍以失败
告终。2011 年，刘建军奔赴丽江，承包
了10多亩地种菜，不曾想没经验，接连
两年发生亏损。

“别人1斤白菜卖2块，我卖1块，还
卖不掉，产量不高，品质也不好。”刘建军
回忆，“那时候我才深刻意识到，当农民
没有技术也不行。”

连续失败并没有挫伤刘建军的斗
志。偶然的一天，他在菜市场卖菜时，认
识了一个正在聘请运输司机的老板，想
到这份工作能接触到许多经验丰富的菜
农，他自告奋勇地接下了活。“我去当司
机的目的就是想跟人家学点技术回来。”
刘建军说。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开着车
去云南各个地方帮人运菜，一下车便往
菜农的田里钻，逮到机会就向人请教有
关种菜的施肥、打药等各类问题，还用手
机拍下来菜农使用的化肥、农药牌子。
遇到听不懂的问题，他会用纸笔一字一
句地记下来，带回家慢慢琢磨。

随着时间流逝，刘建军的种植技术
进步迅速，自家田里的蔬菜也终于在第
三年开始盈利。“在云南，从露天到大棚，
我种菜的规模一步步扩大，一度发展到
30多亩。”刘建军介绍。

◆“当农民没技术不行”

记者 郭慧鹏 袁光宇

通讯员 杨澜清 吴思成

“我是 1975 年出生的，
属兔，兔子爱吃萝卜、白菜，
结果冥冥中我就要和蔬菜
打 一 辈 子 交 道 。”11 月 19
日，在北塔区陈家桥镇贺井
村，望着蔬菜生产基地那一
片生机盎然的景象，刘建军
打趣地说，经霜历雪的脸上
绽开笑容。

今年是刘建军返乡创业
的第四年。四年来，刘建军
坚持发展生态农业，依托家
庭农场这一新型主体，持续
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
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种植大
户。今年年初，刘建军与湘
珺铭志学校签订了长期供销
合同，年薪 15 万元，开始正
式走上职业农民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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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军观察
菜地土质。

刘建军的菜地刘建军的菜地，，收获在望收获在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