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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 ,我随父母来到濮阳， 十年
过后， 毕业于河南农业大学牧医工程
学院畜牧专业。 在校期间 ， 我还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成为全班唯一一名党
员。 1997 年的时候， 大学毕业生找工
作很容易， 被分配到某一个单位上班，
轻松又体面。 但我这个人 ， 骨子里是
闲不住的。

毕业了， 我到省畜牧局下设的国营
单位———郑州种畜场奶牛场实习 ， 掌
握了奶牛生产中的一些技术后 ， 就毅
然放弃了等待分配正式工作的念头 ，
回到濮阳创业 。 在濮阳市区马拐村 ，
租了一块占地 5 亩、 四周只有围墙的
荒地， 开始创业养殖奶牛。

这第一次创业的时候， 我还很不成
熟。 只知道吃苦耐劳， 不懂得经营管
理。 当时， 我手头没有任何积蓄 ， 全
是依靠从父母和亲朋处借来的 4 万元，
历经四天三夜的超远途运输 ， 才从东
北老家拉回了 14 头奶牛。

这几头 “元老牛” 一卸车， 我就感
受到了创业的艰难。 当时 ， 由于资金
全部用来买牛了， 喂牛的食槽买不起，
就找个废旧的铁桶代替； 没有钱打井，
饮牛的水就从邻居家一桶一桶地拎回
来 。 围绕着省钱又要办成事的目标 ，
瓦工、 木工、 电工、 焊工 、 装卸工等
都是我自己现干现学， 就像一则公益
广告中说的 “三百六十行 ， 自己干了
一大半。”

这 “一大半 ”， 干的真是不容易 。
学砌墙用瓦刀把手打伤； 学电焊把眼
睛打得流泪不止； 装卸沉重的液体包
装机时， 由于用力过度， 压坏了腰椎，
至今挺直腰板还很吃力。

可惜是的， 受苦受伤， 都没能将这
次创业持续发展下来。 由于市场行情
变化， 2001 年初， 我把 40 头奶牛和全
部设备都变卖了。

当时， 我不觉得自己受挫了， 反倒
是认为 ， 创业的根底更厚实了 。 2002
年的春天， 我独自一人来到内蒙古大
草原， 2 个月时间里， 先后考察了呼和
浩特 、 通辽 、 海拉尔 、 牙克石等地 。
最终， 我选择了呼伦贝尔的扎兰屯开

始第二次创业。
我在那里一下子承包了 7 公里长、

2 公里宽大约 2 万亩草原和次生森林。
这片承包地没有电 ， 没有手机信号 ，
也没有正规的公路， 更不要说上网了，
那里只有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和一生也
走不完的大森林。 拥有这么丰富的创
业资源， 我兴奋极了， 每天天不亮我
就出发 ， 摸查自己的草原实际情况 。
白天渴了喝山泉水， 饿了吃随身带的
馒头， 天黑了才回到帐篷里整理当天
的记录。

在创业的初期 ， 我结识了当地姑
娘张丽丽并走到了一起。 结婚后 ， 我
们二人建起了简易房 、 牛舍 、 羊圈 ，
买了二手吉普车和一辆小型拖拉机 。
两个人放养绵羊 300 多只 ， 奶牛 100
多头。 春天采集各种野菜晾干或腌制
储备起来， 夏天采集各种野花当茶泡
水， 捕鱼当菜； 秋天打草储草 ， 上山
采集木耳、 猴头菇等； 严冬上山采伐
木材， 用于烧火做饭、 取暖照明。

我在草原一干就是 4 年 ， 既体验
到了劳作和收获的快乐， 也找到了安
静而甜美的生活。 我感觉， 我就像呼
伦贝尔大草原的一棵花、 一根草 、 一
头牛、 一只羊， 融入了大自然 ， 既享
受蓝天白云、 绿草清风， 也享受了春

夏的遍地花香、 数不尽的美景 ， 同时
也承受着大草原的狂风暴雨 、 漫天飞
雪。

正是这 4 年的时光 ， 使我创业之
初的热情得以冷静下来， 学会了理性
思考。 每当我躺在静得连自己心跳都
听得见的山谷里； 躺在比一切音乐都
美妙的小溪旁； 看着牛羊在身边悠闲
地吃草时； 在满天繁星的夜里 ， 看着
被炉火映红了脸颊的熟睡的妻子时 ，
我总是要琢磨， 人究竟应该怎样活才
最有意义？

后来我明白了 ， 这么静静的生活
着， 幸福却微不足道。 2007 年初， 和
妻子商量之后， 我卖掉了牛羊 ， 准备
重新从事自己擅长的奶牛养殖业 ， 回
归社会继续创业， 通过为社会创造大
量物质财富， 实现自己人生的更大价
值。

我们夫妻先后考察了天津、 合肥、
焦作、 濮阳等地。 最后选择了濮阳县
庆祖镇西辛庄村创业。 从此 ， 我又一
次做起了名副其实的 “牛倌”。 如今，
已经是我在西辛庄创业的第四个年头
了。 视苦为乐地几番努力 ， 养殖场已
经从最初的 18 头奶牛边饲养 、 边购
买 、 边繁殖 ， 发展到最高峰时的 218
头。 牛舍也从最初的 520 平米扩展到

了 1850 平米， 小有成就感。
每当我们喂完牛 ， 我和丽丽就喜

欢看牛又饱又圆的大肚皮 ， 喜欢看它
们在牛舍里撒欢。 我每天早晨起来的
第一件事， 就是去看最新下的小牛犊，
看它们是否有精神。 我喜欢让小牛吮
吸我的手， 还会和他说话 ， 告诉它长
大要听话， 多吃草， 多产奶 。 我们和
牛是有感情的， 三鹿事件最低谷的时
候， 我们也没有因为缺钱将一头奶牛
卖到屠宰场换钱， 因为我们不能在它
给我们赚钱的时候就喜欢它 ， 在它不
能赚钱的时候就杀它换钱 。 牛奶的价
格低并不是它的错。

2008 年 10 月 ， 我组织临近 10 多
户奶农成立了西辛庄至诚奶牛养殖专
业合作社， 从自己创业转型为带动农
户共同创业。 2009 年， 我们被评为濮
阳 “十佳合作社”。

说实话 ， 这些年在农村我学到了
很多， 但是以后要走的路还很长 ,要学
的东西也更多。 但正如之前省委书记
卢展工对我说的， “你可以把我的照
片挂起来给别人看， 但一定要把牛给
我养好了 。” 这个约定 ， 我一定不食
言。

图为田志新 （左 ） 向大家介绍养
牛经验。 曹 杰 摄

扬州市副市长提出

供销社要壮大农村流通主导地位
本报讯 近日， 江苏省扬州市副市长纪春明带领市发

改委、 财政、 农林、 农开等部门负责人调研供销合作社
工作。

纪春明一行实地察看了扬州解放桥农贸市场试营业和
扬州特色农产品直销展示中心筹备情况。 在现场， 纪春
明对市场的开业作出了 “该市场属为民办实事工程， 请
相关部门支持” 的批示。 纪春明强调， 市供销合作社筹
建的扬州地方优质农产品直销展示中心要办成地方农产
品展示的窗口， 体现扬州特色； 农副产品批发的窗口 ，
为广大城市居民服务； 农产品产销连接的窗口， 助农增
收， 不断扩大销售， 扩大影响， 并以此带动全市供销合
作社农产品市场建设。

调研中， 纪春明充分肯定了全市供销合作社围绕大
局， 服务新农村建设所做的工作， 尤其是圆满完成了市
委、 市政府村级便民服务中心建设目标任务， 赢得了市
委、 市政府的高度赞扬。 纪春明要求， 全市供销合作社
要以贯彻落实国务院 40 号文件精神为契机， 以城乡统筹
总揽和推动全市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 一要根据市委 、
市政府要求， 进一步提升村级便民服务中心的建办质量，
实现全市行政村全覆盖， 增强服务功能， 建立政府公共
服务、 志愿互助服务、 市场有偿服务相衔接的服务体系，
推行 “一门式”、 “一站式”、 “一条龙” 服务模式， 提
高服务中心运作水平。 二要以产品标准化为切入点， 推
进农副产品流通， 强化对农药肥料、 种子等农资产品的
监管， 提高农业投入品的质量； 要以工业化的思路， 通
过举办农产品推介会、 产销对接会、 特色农产品交易会、
开设农产品直销店等多种方式， 推进更多的农产品以标
准化方式进入大中城市， 进入大型超市。 三是积极实施
“新网工程”， 扩大品牌连锁经营， 活跃城乡市场， 市 、
县区供销合作社都要加快市场建设尤其是农产品市场建
设， 增强供销合作社的服务能力， 巩固和壮大供销合作
社在农村流通中的主导地位。

（王传群）

陕西安康市社

再添措施促农增收
本报讯 陕西省安康市供销合作社新年再添新措施 ，

力求在农业社会化服务、 促农增收上取得新的突破。
2009 年， 安康市供销合作社把做好农业生产资料 、

农村日用消费品组织供应和农副产品推销作为农业社会
化服务的三大重点， 全年组织供应化肥、 农药、 农地膜
等农业生产资料 9.76 万吨， 投入 120 万元扶持蚕桑生产，
向蚕农返利 80 万元， 帮助农民推销农副产品逾 3 亿元，
全系统实现销售收入 5.29 亿元， 有力的促进了农民增收。

在新的一年， 全市供销合作社将以中央统筹城乡发
展、 加大强农惠农力度、 继续支持供销合作社新农村现
代流通网络工程建设为契机， 着力构建农业生产资料 、
农村日用消费品、 农副产品、 烟花爆竹和再生资源五大
经营服务网络， 积极开拓农村市场， 把扩大农村需求作
为拉动内需的关键措施， 不断增强推销农副产品、 促进
农民增收的经营服务功能。 继续完善 “龙头企业+专业合
作社+农户” 的产业化经营模式， 积极参与蚕桑、 茶叶等
主导产业建设， 加大蚕桑扶持力度， 积极培育新建茶叶
销售一条街建设， 提升农贸市场标准， 尽力把安康蚕茧、
茶叶等特色产品推销到更大市场中去。 充分发挥供销合
作社网络、 技术和经营优势， 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深入推进示范社建设行动， 使全市供销系统专业社和协
会总数达到 220 个， 村级综合服务站 350 个， 农业产业
化带动农户 30 万户， 实现农业生产的组织化、 规模化和
市场化。 大力发展农村物流配送、 连锁超市、 电子商务
等现代流通方式， 以 “农超对接” 为途径， 组织各类生
产和加工专业合作社、 农产品基地、 龙头企业与全国知
名大型连锁超市建立合作关系， 寻求联营伙伴， 共签销
售协议， 为安康农产品走进全国各大超市、 帮助农民开
拓市场打开通道。 （涂作洲）

山西沁县县社

牛行虎步捧“大奖”
本报讯 2 月 2 日， 山西长治市供销合作社系统参与

新农村建设工作会议上， 沁县供销合作社荣获了市政府
“2009 年新农村便民店建设先进集体” 和 “2009 年农村
合作经济组织先进集体” 称号。

2009 年， 沁县供销合作社系统服从和服务于省供销
合作社和县委、 县政府工作大局， 以积极进取的态度面
对金融危机， 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扩大内需、 促进农村
消费的各项措施， 有力推动了各项工作开展。 “新网工
程” 建设速度加快， 促进农民消费和助农增收效果突出。
全系统新建便民店 （便民超市） 48 个， 其中省重点推进
村便民店 18 个， 市整治村便民店 30 个， 超额完成了县
政府确定的建设任务。 同时对连锁和加盟店进行规范提
升， 按照省供销合作社制定出台的便民店两个 《规范管
理办法》， 引导便民店逐步建立健全诚信承诺、 质量追
溯、 进货准入和店长店员培训等内部管理制度。 同时，
加强连锁配送中心建设， 为农民提供了保质保量和实惠
安全的商品。 根据自身实际， 按照 “边发展边完善” 的
原则， 认真实施规范化建设， 切实加强了商品质量和食
品安全管理。

此外， 为了帮助农民增收和解决农副产品卖难问题，
沁县供销合作社一方面依托基层社建立小米专业合作社，
同时成立专业协会， 连接农户生产； 另一方面依托县供
销联社成立的农民经纪人协会组织， 同山西沁州黄小米
（集团） 有限公司对接， 实现了农户、 企业、 合作社 “三
赢”。 特别是该社积极组织全县专业合作社农民经纪人，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 农民合作经济组团参加山西省
“特色农博会”， 进行商品展示展销、 农超对接、 贸易扩
张， 并与台湾客商签订 3 万吨沁州黄小米、 2 万吨玉米，
交易总额达 4.8 亿元的两项农产品贸易采购协议。 这既
是该社过去一年的工作亮点， 更为今后实现新跨越积累
了宝贵的经验。

（申建伟）

编者按：
2010 年 1 月 11 日， 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莅临濮阳市

调研。 在西辛庄村， 卢展工对大学生在农村创业的 “牛
倌” 田志新、 张丽丽夫妻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们今天在
西辛庄村， 看到村党委书记李连成拉过来两个大学生跟我
合影。 这两个大学生是干什么的呢？ 是河南农业大学的。
在那里干什么呢？ 养奶牛。 现在已经养了 200 多头， 效益

很好。 每年收入有 30 多万。 大学生创业， 这个对我很有
触动。 这是一条路子， 这条路子应该很好地总结推广， 这
就是大学生应该怎么到农村， 或者到基层去创业。”

省委书记的肯定 ， 成为田志新开腔讲述的动力 。 他
说， 他也常常琢磨， 大学生为什么要创业， 怎么在农村去
创业， 他希望， 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 可以激发更多的创
业典型。

北京拟选聘高校毕业生
到农民合作社任职

北京日报讯 北京市将出台办法鼓励包括高校毕业生在内
的高素质人才到农民专业合作社任职。 2 月 3 日， 在学习贯彻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 座谈
会上， 市农委有关负责人透露了这一消息。

“人才短缺现在已经成为制约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一块
‘短板’。” 市农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从对全市的调查情况来看，
很多合作社都面临着经营管理人才、 专业技术人才匮乏的难
题， “如何弥补这块 ‘短板’？ 一方面是增强内力， 加大对农
民的培训； 另一方面是引进外援， 也就是把优秀人才引到合作
社中来。”

按照今年 3 月 1 日起将正式施行的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 本市将鼓励高等院校、 中
等职业学校和科研院所与本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技术合作。
高等院校毕业生到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作的， 将享受有关优惠待
遇。 “今年将在部分区县开展选聘高校毕业生到农民专业合作
社任职的试点。 相关优惠政策有关部门正在加紧制订， 并将于
近期对外公布。”

据了解， 截至去年底 ， 北京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达到
3406 家， 辐射农户 42.7 万户， 占全市一产农户的 66%， 已经
从发展之初的种植、 养殖扩大到农产品加工和销售、 农民家庭
手工业、 农业休闲观光和民俗旅游以及农机作业服务、 农民用
水、 农业技术服务等多个领域。 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比
未入社农户普遍增收 20%以上。

吃点儿“粗粮” 吃点儿苦有好处
□ 小路

如今， 不少农村青年希望
通过劳动改变命运， 纷纷涌向
大城市， 然而， 也有一些人 ，
他们感叹城市越来越拥挤， 就
业越来越难， 生活压力越来越
重， 选择了从城市走向农村 。
无论他们此举的初衷是什么 ，
这种人才的流通毕竟为加快城
乡一体化发展， 城乡统筹做出
了不小的贡献。

像河南省濮阳市西辛庄至
诚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田志新一样， 近年来， 不少大
学毕业生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基
层， 投向了合作社。

湖南湘潭 80 后女大学生
彭文君大学毕业后， 来到湘潭
县易俗河镇河洲村当起了村
官， 又发展当地农民成立了西

瓜合作社， 令当地西瓜一下子
打开了市场。 同样， 在山东平
阴县， 让当地村民口口称道的
也是由 6 名大学生共同创办的
遍地红玫瑰专业合作社， 6 名
来自不同院校的大学生， 怀揣
着他们的 “玫瑰情结 ”， 来到
农村创办合作社。 他们利用各
自在大学里所学的专业和大学
期间积累的经验 ， 将玫瑰种
植、 加工、 销售， 甚至旅游 、
餐饮有效结合， 在当地把玫瑰
合作社办得有声有色。

对于急缺人才的农村来
说， 大学生领办或者加入合作
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
用， 而对于竞争日趋激烈， 就
业压力越发沉重的大学毕业生
来说， 加入合作社成了他们今

后择业的一个新方向。 大学生
加入合作社， 首先就像注入了
一股新鲜的血液。 虽然信息化
发展进程非常快， 但绝大多数
农村、 农民的信息还是相对闭
塞， 而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
则不同， 他们大多已经习惯了
网络社会， 因此， 他们来到合
作社首先能带来最新的资讯 ，
以避免合作社在建设过程中走
过多的弯路， 并能以现代化的
经营方式运营。 其二， 刚刚从
大学校园走出的学生满怀理
想， 饱含激情。 在合作社， 大
学生们被重视、 被重用的氛围
使他们的这种热情更好地被激
发了出来。 如果有更多的大学
生加入合作社， 那么相信也会
有更多的农民愿意加入合作

社。 很长时间以来， 农村人的
最大愿望是丢掉 “玉米袋子”，
吃上白面， 而今， 看到那么多
大学生甘心回来重拾 “玉米
袋”， 那些盲目拼命要到大城
市闯天下的农村劳动力可能会
继续留在农村， 增收致富。 而
长久困扰农村的老、 幼、 妇女
的留守问题也将随之慢慢减
少。 看来， 现代人不仅营养上
要回归 “吃粗粮”， 在经济发
展的今天， 吃点儿 “粗粮” 也
是有好处的。

大学生加入合作社不仅给
合作社带来了不小的好处， 对
自身的发展也十分重要。 大学
生现在就业越来越难的原因之
一是很多单位要求应聘者有工
作经验， 就连公务员选拔考试

也逐渐加大了对考生的限制 ，
要求有几年工作经验。 其实这
些对于大学毕业生看似 “苛
刻” 的条件背后， 有着非常重
要的内涵， 国家在不断鼓励大
学生下基层锻炼 。 80 后 、 90
后这代人， 绝大多是是独生子
女， 他们从出生到大学毕业，
多数人没有吃过什么苦， 从小
到大听的最多的话就是 “你只
要好好读书， 别的都不用做”。
这种特殊的环境使得很多学生
自理能力、 与人相处的能力逐
渐减弱。 而到基层工作， 恰好
能使他们真切地感受一回生
活， 感受社会， 对自身的成长
来说无疑是最快的一种方式 。
所以， 对年轻一代来说， 吃点
“苦” 也是有好处的。

上海大学生加盟奉贤农民合作社获双赢
中国新闻网 2009 年 6 月 25 日， 130 名大学生 “三支一扶” 来到上海奉贤， 加盟 56

家农民合作社。 半年过去了， 这批大学生情况怎样？ 新春前夕， 记者分别在奉贤区农委与
区人才办先后联合召开了镇、 开发区与相关合作社 “三支一扶” 工作座谈会和农口 “三支
一扶” 大学生迎春联谊会上获悉， 大学生加盟农民合作社互利双赢， 农民合作社增添了人
才、 增强了活力， 大学生得到了锻炼、 增长了才干。

半年多来， 先后有 16 人分别考取了公务员、 被企事业单位录用， 或求学深造、 离职参
军， 目前还有 114 人在合作社工作。 区、 镇、 合作社建立 “三支一扶” 工作领导小组和管
理网络， 组织岗位培训， 检查大学生岗位对接、 出勤以及合作社带教指导、 食宿考勤等情
况， 了解大学生所思所盼， 及时解决存在问题， 对大学生在思想上关怀、 生活上关心， 工
作上发挥他们的才能。 金汇镇华日农产品产销合作社为 5 位支扶大学生各自配备带教老师，
安排适当的岗位， 每周一次碰头会， 进行工作交流和思想沟通， 形成良性互动机制， 其中
3 名大学生负责网络和营销， 他们辛勤的工作带来合作社销售额明显上升， 2 名财务， 在老
师带教下， 现在基本可以独立工作， 4 名非党大学生中有 3 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许多大学生在农村第一线认真学习、 经受锻炼、 发挥才干， 运用知识和才能， 协助合
作社推广农业技术、 抓好协调管理、 从事农产品网上宣传和营销， 受到了合作社的欢迎。
在四团镇景禾农产品产销合作社工作的大学生曹鹏飞， 虚心向社员学习水产、 肉禽养殖和
蔬果种植技术， 为合作社设计农产品包装礼盒， 通过中国农业网、 淘宝网等开展网络销售，
开设网络门店， 现在网上销售占合作社销售额的 30%， 还节约了销售成本。 青村镇锦光黄
桃种植合作社的女大学生金慧超体会， 大学生参加 “三支一扶” 好处很多： 磨炼了意志，
使之更坚强； 增长了本领， 使之更能干； 塑造了人格， 使之更完美。

在农村
我学到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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