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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初冬，

天气早有了寒

意 。 早 上 8 时

许，村里好多人

还没睡醒，黄骅

市常郭镇中排

村的邓宝海和

刘玉如夫妇已

经从采摘园回

家了。

这 个 家 庭

曾经经历贫穷

之苦。6 年前，

邓宝海做了膝

关节半月板切

除手术，刘玉如

又先天性聋哑，

可夫妻俩却从

未放弃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从

没有消极悲观，

而是靠自己的

双手一点点地

打开了属于自

己 的 幸 福 大

门。

肯 努 力 的

人，运气总不会

太差。邓宝海、

刘玉如夫妇，就

用自己这些年

来的坚持，给出

了答案。

他 们 种 的

冬桃，丰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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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宝海今年50岁，比妻子刘

玉如大5岁。二人育有两个儿子，

一个23岁，一个15岁。

刚过早上8时，他们已经忙碌

了3个多小时。邓宝海告诉记者，

当天村上有集，他们得给儿子买

双鞋，儿子脚上的那双鞋已经破

得不成样子，再买点儿其他杂七

杂八的生活用品。

邓宝海兄弟四个，他排行老

三，因为家庭条件不好，20 多年

前说媳妇的时候，也不是太好

说。后来，有媒人在中间撮合，

给他提了本村的聋哑姑娘刘玉

如。“我比她大几岁，她什么情况

我都知道。除了不会说话，她人

特别好，心特别灵，手也特别巧

……”提起与自己相伴20多年的

妻子，邓宝海言谈间全是珍惜与

疼爱。

将刘玉如娶进家门，邓宝海

一心一意地对她好，不让她受一

点儿委屈。“俺们都是老实人，笨

嘴拙舌心肠热。她跟着俺不容

易，俺要对她不好，良心上都会过

不去。”邓宝海的话，大家听得明

明白白。刘玉如什么都听不见，

但看到邓宝海看她的眼神，仿佛

也猜到了几分，脸上竟也泛起了

羞答答的红晕。

前些年，邓宝海身体硬朗，

除了在家务农，还跟别人一起干

装修。生活算不上大富大贵，但

一家人也其乐融融。然而，6 年

前，邓宝海突发腿疾，膝关节处

疼痛难忍，无奈之下做了半月板

切除手术。从那以后，他再也不

能干重体力活了。大儿子为了

减轻家里的负担，主动提出辍学

回家外出打工，挣钱贴补家用。

这事，也成为邓宝海心中永远抹

不去的伤痛。

邓宝海不善言谈，但邻居们

都说他是个有“心数”的人。这

话不假。做完手术的邓宝海，人

是闲下来了，但心却一点儿也没

闲着。

迫于生计，邓宝海处处留心

和农民致富有关的信息。听说附

近有养兔厂，他就一个人揣着希

望去实地“考察”，向人家打听有

关养殖的方方面面。回家后，经

过一番思量，一次性购买了十几

只兔子，并把自家的老宅当成养

殖场地。但事与愿违，养殖兔子

以失败告终。

他不死心，想找出失败的原

因所在。得知山东那边有一家

规模比较大的养殖场，他又专门

乘车到那里去探个究竟。那个

养殖场建在一个山坡上。坐客

车在山腰下车后，还要再步行一

段路。也算是巧合，邓宝海那次

“造访”时，刚下车，就发现山坡

上有很多人围在一起，似乎在看

什么稀奇。

出于好奇，他也凑到跟前，

发现是央视农业频道正在拍摄

专题片，向大家介绍一种叫冬桃

的水果。“物以稀为贵吧，当时活

动方也叫大家品尝，但供品尝的

冬 桃 已 经 被 切 成 了 很 碎 的 小

块。”邓宝海说起自己挤进人群

第一次吃冬桃的感觉，“甜甜的，

是真好吃！”

品尝一口桃，种得一片园。

就是这次偶然的“相遇”，邓宝海

与冬桃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现场

和工作人员要了联系方式，还经

人介绍，加入了山东果树研究所

和河南郑州果树研究所两个微信

群。后来，他又先后六次到山东，

从冬桃树开花到修剪再到摘果，

实地学习技术，掌握要领。

时间一晃就到了2015年。经过考察与学习，

“心里有底”的邓宝海找到村支部书记邓长荣，他想

承包村东边那六七亩地，尝试种冬桃。

“我体格不好，我妻子又聋哑，村上那几亩地离

家近，俺俩一块打理，家里家外还能照应过来。”邓

宝海和书记张这个口，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知道邓宝海的想法后，村干部们一商量，一致

同意将那闲置的几亩地承包给邓宝海。“一来因为

他家这个情况，日子挺难的，村上应该照顾一下；二

来也盼着他能种出个名堂来，带动更多的村民走上

致富路。”邓长荣道出了自己的想法。

有了村干部的支持，邓宝海干劲儿更足了。他

先是从山东果树研究所购买了一批冬桃树的树苗栽

种，之后又从成活的冬桃树苗上取下枝芽与本地的

小毛桃树苗嫁接。一来二去，三亩被他拿来当“试验

田”的庄稼地里，密植型栽种了800多棵冬桃树。

在这期间，村民们听得最多的是他讲的“无公

害种植”“生草模式”等和生态种植有关的字眼，不

善言谈的农家汉子一时间仿佛成了资深学者，讲起

种植学问来滔滔不绝。

去年国庆节后，三亩地的冬桃树第一次结果，

亩产达到了3000多斤，这与其他各地种植冬桃的

经验值非常吻合，邓宝海夫妻俩乐了——他们的试

验成功了。

今年采摘期一过，邓宝海夫妻俩又是一番欣喜

在心头——亩产达到了五六千斤。“如果不是今年

8 月的两场大雨，产量还会大幅提高。像这个桃

子，正常情况下，可以长到9两左右，因为今年雨水

太大了，也就有7两重。”惋惜中，邓宝海依然很知

足。特色种植让他尝到了甜头，也让其他村民看到

了希望。“现在就有近20来户在我这报名，想和我

一块种冬桃，还都邀请我为他们提供技术服务呢。”

说这话时，50岁的汉子腼腆地笑了。

每年的10月1日到10月20日，是冬桃采摘旺

季。记者去采访的那天，上午11点左右邓宝海夫

妇俩就已经送走了七拨采摘的客人。这些客人少

的也要买个二三十斤，多的，五六十斤也不在话

下。“这个桃的品质非常好，送给亲友非常实惠。”一

位正在称桃子重量的客人对冬桃非常满意，这已经

是他第三次来采摘了。

邓宝海把自己几亩地的果园称为采摘园。目

前除了三亩已经结果的冬桃树，其他几亩地也被

他种上了油桃。在与这块承包地相隔不远的一

块自家农田里，邓宝海也种上了西莓、油蟠、毛蟠

等特色果品。现在仅是一个冬桃，就已经吸引了

青县、河间、天津等地的客人慕名来采摘，他希望

自己的采摘园成了“气候”，能吸引更多的客人前

来观光采摘。

“你看咱这地上，这些都不是杂草，它们叫长绒

毛野豌豆，不仅可以除毛草，自然腐烂，而且与果树

在一起，有少争肥、少争水的特性。”邓宝海给记者

讲起了果园的“生态模式”。

“咱这个采摘园，从来不用那些高密度有残留

的农药，咱用的都是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的，为的

就是让大家吃着放心。”

“咱这个采摘园，就是通过手机、网络，特别是

微信朋友圈来让大家知道的，销路一点儿也不发

愁。”“技术上有啥问题，种植过程中遇到了啥难题，

在微信群里向教授们请教一下，大家都非常支持，

都能及时帮咱解决。”说这些话时，土生土长的邓宝

海一点儿也不土，反倒让人感觉很“潮”。

在采摘园搭的简易房子旁，有一个用玉米皮编

织而成的崭新的“蒲墩子”。一问才知道，刘玉如正

在学习编织手艺，这是刚完成的“样品”。“家里有电

脑，我们专门在网上买了学习教程，还有一些基本

的材料，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妻子就能自己编出成

品来了，到时我通过手机，再给她宣传宣传，一定也

很好卖……”邓宝海说。

他们的家，现在依然还是四间土房，却分明让

人感到，一股过日子往前“奔”的“心气儿”和力量，

正在那里升腾……

人生路上风雨多，好在互相陪伴

山东品尝一口桃，回乡种出一片园

憨厚农家汉，
成了果树“土专家”

卖果子搞采摘，
打起绿色有机“牌”

土房安上互联网，
夫妻齐心往前“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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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如心灵手巧刘玉如心灵手巧，，远处的远处的““蒲墩子蒲墩子””就是她刚编出来的就是她刚编出来的““样品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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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桃冬桃，，丰收了丰收了。。

邓宝海邓宝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