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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质土和运苗筐

10月28日，在金乡县鸡黍镇李楼村思齐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育苗基地里，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
植物的芬芳，只见一栋栋育苗大棚整齐排列，苗盘
内一株株幼苗绽绿吐翠，生机盎然，整齐生长在育
苗盘中，几名工人正在起盘、装筐、搬运、装车，销
往种植户手中，个个忙得不亦乐乎。

“90后”李佳伟一边和工人一起查看育苗质
量，一边指挥工人装筐。“今天要为杭州的客户发
送一车芹菜苗，30万株，明天要发两车，装苗的时
候一定要小心，保质保量，不要压折了！”作为公司
总经理，他要操心的事儿实在太多，选播品种、指
导播种、联系客户……俨然一个干练的“新农人”
形象。

李佳伟是李楼村村民，曾跟随父母在外地深
耕种苗育繁推领域多年，并另起炉灶创立了自己
的育苗基地。2021年11月，他怀揣着对家乡的深
厚情感，毅然回到李楼村，在当地政府搭建的本土
人才返乡“绿色通道”的帮助下，注册成立了济宁
思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启了他的二次创业之
路。自此，他将自己的梦想和乡邻们的致富梦紧
紧相连，既实现自己的价值和追求，也让乡亲们的
口袋鼓起来、信心足起来、心里暖起来。

说干就干的李佳伟，很快就进入了大刀阔斧
的“战斗”状态。经过两年的逐步发展，他先后流
转土地120余亩，现已建成高标准冬暖式育苗棚5
个、常规温室育苗棚24个，积极引进国内外的新
品种、新技术，培育嫁接西瓜苗、香瓜苗、有机花菜
苗、甘蓝苗、西红柿苗、黄瓜苗、辣椒苗等各种瓜果
蔬菜苗，并通过种植示范，将优质技术和品种提供
给广大农户。

记者发现在每个棚的门口都有一个蓄水池，
里面装着幼苗喝的“特供水”。“这里面的水就好似
我们喝的纯净水，幼苗就靠这些水来成长，也不用
喷药。”说话间，一名工人打开大棚浇水系统，数秒
后，细密的水雾便喷洒到一株株幼苗上。据悉，在
育秧机、温控系统和喷淋装置等智能化设备的加
持下，这里蔬菜苗生长所需要的营养、温度、湿度
和水分等全部智能化控制，实现了集约化、科技
化、生态化生产。

“由于‘工厂化’育苗采用穴盘育苗，栽苗根系
比较完整，苗壮实、抗病性好、成活率高、缓苗期
短，可以进一步提升蔬菜瓜果的生产效率和产品
质量，所以各种苗的销路都非常好，我们已经有了
成熟的销售渠道和优质的客户资源，不但有很多
零散客户来拉苗，也有不少种植大户进行订单育
苗，全国各地的客户都有。”李佳伟说，目前这批芹
菜苗马上就销售完了，甜瓜等秋冬季新一轮果蔬
幼苗刚刚播下，全年都是压着茬走，不留闲地。由
于公司不但为群众提供售后服务、种植技术咨询，
还回收群众种植的蔬菜，所以周围群众菜种得没
有一点后顾之忧。就这样，从为菜农提供育苗、提
供技术、开拓市场，公司形成了集种苗培育、种植
示范、技术推广、生产加工、物流销售“一条龙”的
经营模式。

发展一个产业，带富一方百姓。在发展育苗
产业的同时，李佳伟不仅实现了自身的经济发展，
还为本村及附近村民提供了50余个长期就业岗
位和大量零工就业机会，每人每天有100元至300
元不等的收入，有效解决了村民不能外出务工就
业创收的难题。他通过与农户签订长期合同，保
证了农户的土地流转权益。“从育苗基地一建成，
我就在这里干了，把地也租给他了，加上工资有了
两份稳定的收入，在家门口挣钱顾家两不误，真是
非常好。”正在起盘的村民化小飞说。

从一粒种子到一棵菜苗再到一个产业，李佳
伟将一个关于蔬菜苗的小故事，做成了一篇乡村
产业振兴的大文章。接连不断的订单，乡邻们满
足的笑脸，让他感觉日子越来越有奔头、农村越来
越有希望。

心中有梦想，脚下有动力。如今，在鸡黍镇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李佳伟正一步一个脚印，朝着更
远大的“创业梦”进发，一个更大的规划也在紧张
筹备中。今年，他又流转土地近100亩，再扩建高
科技智能温室连栋大棚4栋、日光温室大棚15栋、
蔬菜存储冷库2个，项目全部建成并投入运营后，
将建成集约化育苗基地200余亩，每年可培育各
类蔬菜种苗1.5亿株，可带领更多乡亲参与进来，
走上育苗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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