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命感促使他回乡创业

经过安居区聚贤镇石板凳村

时，总会被沿途的天伦葡萄文化产

业园吸引。远远望去，那里既有宜

人的丘区风光，又有现代化的配套

设施，给人无限遐思。

走进天伦葡萄文化产业园，它

的美变得具体和丰富起来：有机葡

萄采摘、葡萄酒文化体验、奇花异

果观赏、健康养生娱乐、餐饮休闲

住宿……这座占地 1000 余亩的山

庄，不断给人惊喜和意外。

2011 年，张天伦注册了遂宁市

安居区博天苗木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遂宁市龙婷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流转了安居区聚贤镇皂角垭、

石板凳、宝珠寺 3 个村共 1000 余亩

土地，开始打造天伦葡萄文化产业

园。此前，张天伦一直在外闯荡。

今年 49 岁的张天伦是安居区

三家镇人。1987 年，张天伦和大多

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一样闯荡北

京，由于没技术、没学历，他卖过水

果、烧过锅炉、伐过木材，后来在一

家建筑工地干活，学习和积累了不

少工地施工和建设方面的知识。

几年后，昔日的小学童终于成

为了项目经理。1994 年，张天伦开

始独立承包工程，先后带领 2000 余

名遂宁农民工赴外地打工。“包了

几年工程，确实挣了些钱，但让我

更满足的是不少老乡也一起致富

了。”张天伦说，遵循着“质量第一、

安全第一”的宗旨，他参与的国家

检察官学院国际交流中心、中国石

油大学办公楼等工程均被评为北

京市建筑工程结构最高奖——“北

京市结构长城杯”和“北京市安全

文明样板工地”奖。

2008 年，张天伦参与了汶川地

震灾后重建项目。他发现农村抛

荒土地多，留守人群生活难。如何

让荒地变宝地？浓烈的使命感和

思乡情，促使外出经商多年的张天

伦会乡创业，并立志扎根家乡、发

展产业、助农增收。

打造千亩葡萄文化产业园

“在未来几十年内，现代农业

和 生 态 循 环 养 殖 业 发 展 潜 力 巨

大。”凭借自己敏锐的市场嗅觉，张

天伦决定发展现代农业。他花费

了半年时间，对遂宁及周边地区进

行市场调查，最后决定在聚贤镇种

植有机葡萄。

为了做好葡萄园，张天伦前往

成都市新津县葡萄园、新疆吐鲁

番、山东青岛大泽山葡萄园等学习

栽种、规划、管理等方面的知识。

借 鉴 各 地 著 名 葡 萄 园 的 成 功 经

验。同时，在葡萄园组建了专业的

团队，聘请了专业的技术工程师。

目前，葡萄园已建成核心葡萄

采摘区 500 余亩、有机葡萄休闲观

光区 400 余亩，引进了玫瑰香、巨

峰、夏黑、勤红、黑巴拉多、白奥林、

茉莉香、阳光玫瑰、东方之星、信浓

乐、金亚、黑色甜茉、摩尔多瓦、金

手指、巨玫瑰、克伦森、红标无核等

20 多个早、中、晚熟优质葡萄品种。

“在葡萄种植过程中，我们坚

持走绿色、生态、有机的发展道路，

严格按照有机食品标准进行种植，

葡萄园一直坚持使用有机肥，葡萄

生长的土壤和灌溉用水也都经过

了专业机构检测，无农药和重金属

残留，完全能保证葡萄的品质。”张

天伦说，葡萄园还获得了国家有机

葡萄转换认证。

为不断优化提升园区产业链，

张天伦与省农科院和高校的专家

团队合作，引进智慧农业系统，提

升有机果蔬附加值，加快其现代农

业园区的的转型升级。此外，为增

加园区的产值，他大力发展现代生

态农业旅游观光，正在打造的五星

级生态旅游度假山庄，实现一二三

产业的深度融合。

带领村民人均增收1万元

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张天伦

始终不忘初心，惦记着那些贫困的

乡亲们，主动成为了脱贫攻坚战大

军中的一员。

经多方协调后，张天伦鼓励当

地 24 个乡镇的贫困户将政府用于

发展产业的的贫困周转资金 720 万

元以股份入股方式，用于发展有机

葡萄种植等现代生态农业。

“我们种植园采取‘公司+专业

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鼓励农

户们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加盟发展，

让农民变成股民，这样不仅可以提

高利用效率，还能解决农村剩余劳

动力的问题。”目前，其园区常年吸

纳 300 余名农民打工，同时还为周

边农户免费提供优质葡萄苗 10 万

余株，进行免费技术培训，带动发

展葡萄专业合作社 3 家，合作社入

社会员达 1000 余户，直接带动农民

3000 余人，人均增收 1 万元。

与此同时，张天伦还积极参与

“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向步云

乡贫困村竹筒湾村捐款 2万元用于基

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他还主动

联系安排两名生活困难的残疾人到

园区当保安，每月给予固定收入 1800
元，完全解决两人的生活所需。

在他的带动下，皂角垭村、宝

珠寺村及石板櫈村的 76 户贫困户

一步一个脚印，在今年成功脱贫。

对于获得 2018 年全省脱贫攻

坚奖奋进奖，张天伦显得十分激

动。“这既是对自己参与脱贫攻坚的

高度认可，同时也是增添了新的责

任。”张天伦说，下一步，葡萄园还将

继续扩大产业规模，进行多样化发

展，为周边贫群众提供更多就业机

会，通过产业带动，让乡亲们通过自

己勤劳的双手致富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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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伦：撑起乡亲共富梦
◎全媒体记者 王锡刚

科技创新让现代农业“加速跑”
◎全媒体记者 王锡刚

2年成为成渝地区行业“巨头”

9 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遂宁

市船山区永兴镇元宝村的四川菌

绿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与传统的

蘑菇大棚不同，这里的海鲜菇生产

采用的是工厂化模式：整洁明亮的

出菇房内，一排排金属架被分成多

层，架子上长满了一簇簇洁白、鲜

嫩的海鲜菇，看起来很是壮观。

“我们公司的海鲜菇主要销往

成都、重庆等遂宁周边地，旺季日

销售量达 15 吨，供不应求。”四川

菌绿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卓正介绍说，菌绿农业于 2014 年

落户遂宁，目前是成渝地区最大的

海鲜菇生产基地。

张卓正老家在福建顺昌县，从

事海鲜菇种植已有 10 余年，具有丰

富的种植经验。当时，成渝两地的

海鲜菇市场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海

鲜菇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生产海鲜菇的门槛较高，不

论是资金还是技术。只有工厂化

生产才能盈利，这是由海鲜菇的特

性决定的。”张卓正说，海鲜菇每个

生长阶段需要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比如，在菌包培养阶段，需要 23 摄氏

度左右的温度，出菇则只需要 14 摄

氏度，自然形态下，短时间内的季

节变化不够明显，生长周期较长。

菌绿农业则完全根据海鲜菇在

自然形态下的生长需求，通过技术的

手段，为其提供相应的生长环境。

市场潜力大，区位优势明显，

物流成本低，正是吸引四川菌绿农

业公司落户遂宁的原因。2016 年 1
月菌绿农业正式投产，同年 6 月第

一批海鲜菇上市，因为品质高、新

鲜度好，所以广受消费者欢迎。

在短短 2 年时间，菌绿农业能

够成为成渝地区海鲜菇的生产“巨

头”，与张卓正等一批专业技术人

才是分不开的。

克服困难提高产品质量

回忆 2014 年刚到遂宁创业时，

张卓正感慨良多。“创业有激情，同

时也要面临很多的实现问题。”张

卓老家在福建顺昌，是两个孩子的

父亲。那段时间，两个孩子交替生

病，再加母亲的身体也不好，全靠

妻子一个人照料，每次通完电话，

张卓正心里都很不是滋味。

始到遂宁，张卓正面临的第一

个难题就是语言沟通上的障碍。

作为从小讲福建方言的他，普通话

说得很不标准。但是，公司前期无

论是工程建设和技术改造，甚至一

些注册手续，均是他在负责。

“ 交 流 障 碍 使 得 工 作 推 进 很

慢，原先半天就能办完的事情，到

了遂宁一个星期都完成不了。”张

卓正说，随着对遂宁风俗习惯的深

入了解，以及普通话的提高，才慢

慢跨过了沟通障碍。

厂区建设那会儿，当地农民很

是排斥，甚至不让公司的车辆路

过，理由是会将公路压坏。张卓正

便向村民承诺维修公路，同时还主

动将沿途村民的院坝进行一部分

硬化，赢得了村民的好感和理解。

同时，为了和当地村民拉近距离，

张卓正还专门学习了四川麻将。

张卓正的最大“拦路虎”还是

技术难题。海鲜菇培育与自然环

境密切相关，需要严格掌握温度、

湿地和采光等，但是遂宁气候和福

建有很大不同。同样是海鲜菇，一

种技术，气候不一样，海鲜菇的生

长情况就会千差万别。

在培育海鲜菇初期，一个菌包

只能长出 4 到 5 两，一部分还会死

掉或畸形。为了提高产量，公司不

断尝试新技术和培育方式，那段时

间，张卓正每天只有五六个小时的

睡眠时间。

一路走来，有汗水，但更多的

是收获。如今，该公司的单个菌包

最大能够长到 1.4 斤，大大增加了

产量，提高了收益。

科技力量冲破发展瓶颈

随着海鲜菇培育技术的不断成

熟，许多有意愿的投资商到菌绿农

业进行考察和学习，而越南全球高

科技农业发展投资股份公司就是

其中慕名前来的客商之一。

去年 7 月 11 日，由四川省商务

厅备案的技术出口合同登记证书

发放到四川菌绿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合同中约定，越南全球高科技

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 70 万美

元的价格购买四川菌绿公司提供

的海鲜菇种植技术，合同约定双方

的服务期限为 3 年。

“技术作为现代农业的核心产

物，是企业的核心生命力。”张卓正

说，该公司有专门的研发部门，专

门针对海鲜菇的试验和培育。

“这种状态的菌种就是比较成

熟的，和旁边未成熟的菌种相比，

它显现出了小颗粒。”记者在该公

司实验室看到，几个大型金属容器

正在培育液态菌种。去年，菌绿农

业与四川农业大学合作，瞄准海鲜

菇液态菌种的市场空白，探索选育

出了液态菌种，具有菌龄短、发菌

点多、生长快速、健壮有力等优势。

液态菌种不仅增加了海鲜菇的

品质和产量，更实现了注射菌种来

降低成本。“每天要制作 24000 个菌

包，以前 8—10 个工人耗时 8 小时

植入固体菌种，现在 4 个工人 5 个

小时就能注完液态菌种。同时还

能将菌种的污染率控制在万分之

几以内。”

今 年 年 初 ，经 过 市 科 知 局 对

接，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教授杨春虹

多次入企开展服务工作，指导应用

光学农业技术改良食用菌。而专

家与企业搭建的珍稀食用菌光学

生物科技研究中心，也是今年七个

市级工程技术中心之一。这一技

术使海鲜菇培养周期能缩短 5—10
天，培养成本降低 5%—8%，产量或

将提高 9.4%。

张卓正查看海鲜菇生长情况

张卓正观察实验

何运通：
独臂老师也能撑起蓝天

◎全媒体记者 胡蓉

见到何运通时，他正在上课。左手的重

萎缩残疾并没有影响这堂课的质量，他的右手

拿着书本，台下的学生们全神贯注地倾听着。

担任教师 24 年来，这种场面已经家常便饭。

1980 年，7 岁的何运通因意外致左手肌肉

重度萎缩残疾，这给他学习、生活和工作带来

了诸多不便。1991 年高考，他曾以 495 分的成

绩超过重点线，却因残疾被名校拒之门外，后

在多方努力下被绵阳师专破格录取。这种磨

难与打击非但没有消磨他的意志，反而锤炼

了他积极乐观的心态和锐意进取的精神。

投身教育工作以来，何运通并没有将自

己当做残疾人，帮学生搬桌椅、布置寝室、擦

玻璃、捡垃圾……他都身先士卒。冬天，由于

残疾的左手易生冻疮，无法按稳备课本，何运

通就用厚厚的书本压住课本的顶端来帮助书

写，从教以来，没有少备一节课；一段百字短

文，别人只需几分钟，只有一只手可以操作电

脑的他只能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往电脑里输

入内容，可能要耗费 20 分钟以上才能完成。

尽管这样，很多时候何运通也并未过多劳驾

别人，也未草率从事，尽管常常加班到深夜，

从未叫苦喊累。

2006 年 9 月，学校将蓬南中学首届理科重

点班班主任工作交给何运通时，他毫不犹豫

就接受了。2008 年 9 月中旬，重点班进入高三

复习阶段，何运通的嗓子完全哑了，经检查后

发现是长期用声过度造成了声带息肉。医生

要求他马上休息，但何运通硬是坚持到国庆学

生放假回家，他才回医院做了手术。术后第五

天就走进了课堂。口不能讲，他就用粉笔写，

写了一黑板又一黑板……看着被粉笔灰染白了

头发和衣服的何老师，学生们流泪了，他们发

誓一定好好学习，不辜负老师的付出。2009 年

高考，作为一个边远农村中学的班级，该班学

生全部上本科线，且有 8 人考上重点大学，为蓬

南中学重点班建设开启了崭新的一页。

近几年，高中教师流动频繁，看着同事一

个又一个离开农村学校迈入条件优越的好学

校，何运通不仅没有心动，2009 年还拒绝了遂

宁城内一知名高中的邀请，仍然留在蓬南中

学。他说：“教书，哪里都一样。我是农村人，

感觉农村挺好的嘛，空气清新，人际和谐，工

作挺愉快的 !”
正是因为何运通老师积极乐观的生活态

度和爱岗敬业的奉献精神，同学们都亲切地

称他为“独臂也能撑起蓝天的人。”

11 日，四川省 2018 年社会扶贫

工作推进暨脱贫攻坚奖表彰大会在

遂宁举行，遂宁市龙婷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张天伦荣获

脱贫攻坚奋进奖。

多年来，依托天伦葡萄产业园，

张天伦积极为周边群众提供就业机

会，带动贫困人口增收。在他的带动

下，安居区皂角垭村、宝珠寺村及石

板櫈村的 76 户贫困户一步一个脚

印，在今年成功脱贫。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褐耳鹰”在遂被救

◎全媒体记者 胡蓉

日前，蓬溪县林业局将成功救助的一只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褐耳鹰”带到野外放

飞。

褐耳鹰离开笼子后站在草丛里望着救助

它的人们久久不肯离去，在林业局工作人员

的再三催促下，它才展翅起飞，并频频回首，

恋恋不舍的情绪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记者了解到，民警在蓬溪县荷叶乡开展

帮扶工作时，于农户家中发现一只疑似鹰的

野生动物，经了解得知鹰受伤无法起飞被农

户救回，民警遂将其移交到林业局进行科学

救助。县林业局请专业兽医对其进行仔细检

查、救治，经过悉心照料，确定其身体恢复正

常后放归大自然。

经鉴定，该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学名褐耳鹰，全世界共有 6 个亚种，我国有 2
个亚种，分布于新疆的是外高加索亚种，为留

鸟，极罕见，分布于其他地点的均为南亚亚

种，在台湾为迷鸟，在其他地点为留鸟，但也

极为罕见。

蓬溪县林业局在此呼吁广大群众，如发

现迷途、受伤的野生动物，请及时与林业部门

联系，我们将及时对其进行救助，一起缔造人

与动物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

9 月 14 日，历时三个月的遂宁市
第三届“乡土人才创新创业大赛”落下
帷幕。此次参赛者涵盖企业家、大学
生返乡创业代表、农村致富带头人等，
最终四川菌绿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张卓正获得了金奖。

据了解，四川菌绿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是成渝地区最大的海鲜菇生产企
业。该公司投产 2 年来，在张卓正等
一批专业技术人才的引领下，依托科
技 力 量 的 注 入 ，海 鲜 菇 日 销 售 量 12
吨，年产量达 4000 余吨。

天伦葡萄文化产业园天伦葡萄文化产业园

葡萄园里话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