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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块奖牌，162 本证书，见证了一家两代农民的转型 ；一个农村家庭，5 个高素质

农民的创业故事，见证着农村的变迁 ——

从“老把式”到
本报记者  徐红斌  裴兴斌

新农人“                ”

新建成的猕猴桃果酒生产线

12 月 13 日，岐山县永红合作社

在C区举行庆典活动。看着新建的年

产 3000 吨猕猴桃果酒生产线和两条

速冻果球生产线试产成功，肖永红、

宋亚萍夫妇和三个女儿满意地笑了。

当天，合作社崭新的成果展示

中心同步开放。前来祝贺、参观的宾

客，通过“猕猴桃产业发展简史”“企

业发展历程”和各式奖牌、证书，品

读着这个农民家庭的昨天、今天和

明天。

“逼” 出来的致富带头人

57 岁的肖永红，是岐山县蔡家

坡镇安乐社区唐家岭村党支部书记

兼村委会主任。

21 年前，他原本走的是另外一

条人生之路。

那是 2002 年的一天，妻子宋亚

萍接到村干部捎来的话，组织上有意

让肖永红去村上当书记。

当时，肖永红经营着一个车队，

在蔡家坡一带跑客运。宋亚萍在镇上

开了两家幼儿园，还有百货商店、粮

油收购店等。家里每天都有大把的现

金进账。

“村上就那么点工资，抚养三个

女儿开销大，还是别去了！”宋亚萍

反对。

“不去对不起组织的信任！”肖

永红说。

唐家岭村的资源禀赋其实不

错，因盛产水稻，早就有“鱼米之乡”

的美名。然而，曾经身披“贡米”光环

的优势产业，在市场经济冲击下逐

步衰败。

和其他农村一样，唐家岭也曾反

复摸索新的产业发展出路。栽法桐、

种山楂、务苹果，均以失败告终。

同期，邻近的眉县、周至等地，有

人尝试种植猕猴桃。

“听说一斤卖十多块钱哩，我们

也试试！”肖永红给村上提出建议。

栽下杆子，搭起架子，发了芽的

猕猴桃枝条缓慢攀爬。四年后，茂密

的叶子下陆续挂果，村民心里升腾着

希望。

然而，并不是啥样的猕猴桃都能

卖个好价钱。秋天采摘后，唐家岭平

均一亩地的猕猴桃仅卖七八百元。

果贱伤农，部分村民含泪挖树。

“这里把高产的枝子剪掉了，那

里留的枝子太多，吸收营养……”专

家会诊后的结论是：作务技术跟不

上，导致果品产量和品质都不高。

彼时，村里能下地干活的，都是

庄稼行里的“老把式”。专家讲的田

间管理、树体修剪、测土配方施肥等

猕猴桃作务新技术，村民大多只灌

过耳音。

“既然是农民，咱就把农民当

好！”从那以后，肖永红成了市县农

业局、农广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

常客。陕西省猕猴桃首席专家、市县

科技特派员成了唐家岭的“贵宾”。

几年时间下来，肖永红先后考

取农技员、农艺工、高级农艺师等资

格证书，掌握了育苗、剪树、施肥、储

藏等全套作务技术，成了远近闻名的

“田秀才”，种出了专家肯定和市场欢

迎的优质猕猴桃。

在肖永红的示范引领和宣传动

员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种植猕

猴桃。2010 年 10 月，岐山县第一

个新型农村合作社——永红猕猴桃

专业合作社在唐家岭村挂牌成立，

680 多户种植户被陆续吸收进来，

按统一标准进行种植、管理、收购、

销售。

然而，建起冷库的第二年，意外

发生了。

那是 2012 年，为了减轻村民的

销售压力，合作社把村民未能及时出

手的猕猴桃全部收进冷库。岂料，当

年猕猴桃市场销售价不升反降。

高收低卖，一下子就赔了 200 万

元。“大部分是银行贷款，按当时那个

条件这辈子都还不完！”回顾那段往

事，肖永红仍心有余悸。

经此一劫，合作社“元气”大伤，

股东们跑得只剩下两个。一个叫肖永

红，另一个叫宋亚萍。

所幸的是，肖永红夫妇虽然蒙受

了重大损失，合作社却迎来了发展的

春天。当年 6 月，合作社拿到了在工

商管理部门注册的“岐安唐”商标证

书，唐家岭的猕猴桃从此有了自己的

品牌。11 月，又取得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颁发的猕猴桃有机产品认证证

书，为抢占猕猴桃高端消费市场奠定

了基础。

肖永红重整旗鼓。2013 年，合作

社名下首个专业运营公司——陕西

永红腾达商贸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此

后几年，合作社的猕猴桃种植面积扩

展到 3 万多亩，其中猕猴桃标准化果

园 6400 多亩，每年向市场供应绿色、

有机猕猴桃 1.7 万多吨，村民收入节

节攀升。

“孵” 出来的高素质农民

伴随猕猴桃产业一起长大的，还

有肖永红的三个女儿。

就在合作社赔掉 200 万元的

2012 年，肖永红的双胞胎女儿肖佳、

肖倩双双大学毕业，成了村民羡慕的

都市白领。

父：“回来吧，合作社需要人手！”

女：“你见谁家孩子上完大学还

回农村？”

意见相左，两代人根本说不到一

起。一年多后，电子商务在眉县、岐山

一带有了发展苗头，父女间又有了一

次对话。

父：“回来吧，合作社想发展电

商业务！”

女：“咱俩想到一起了，我正在

办辞职手续呢！”

2014年，在宝鸡市邮政管理局从

事过快递物流业务的肖倩，成为村里

第一个回乡创业的大学生。翌年，合

作社名下第二个专业运营公司——

陕西奇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注册成

立。不久，姐姐肖佳、妹妹肖冰也相继

返乡。

肖家三姐妹联袂闯市场，把岐山

一带的电商助农活动做得风生水起，

“岐安唐”牌猕猴桃迅速走红国内一

线大城市。

从“意见相左”到“不谋而合”，两

代人渐行渐近，并在优势互补、相互

滋养中成就了一番事业。2022 年，

合作社第三个下属公司——陕西绿

野丰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成立。至

此，从生产种植、技术推广、果农培

训，到冷链储藏、商贸流通、农旅融

合，再到精深加工、新品研发，永红合

作社在全市率先实现了猕猴桃全产

业链发展，并形成ABC 三大功能板

块。肖永红多次以县人大代表、市党

代表身份，积极为猕猴桃产业高质量

发展建言献策。肖倩也从一名庄稼地

里的“小白”，成长为县政协委员、市

党代表、陕西省猕猴桃产业技术体系

岗位专家、全国农村创业创新优秀带

头人、中国妇女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

会代表。

其实，三姐妹返乡后，都有过创

业受挫的经历。肖倩更是把 50 万元

婚房抵押贷款赔了个精光。无助时

刻，县人社局提供大学生创业贴息贷

款、团县委进行创业指导、县妇联开

展创业帮扶、县农业农村局提供项目

支持……助她“东山再起”。

“无论处在哪个发展阶段，都有

人施以援手。国家的培育、扶持政

策很多，只要肯干，总能成功！”肖

倩说。

“我们一家人都是从高素质农

民培育工程中‘孵化’出来的。”自

2015 年岐山县第一个高素质农民

培训班在永红猕猴桃专业合作社开

班以来，永红合作社已有 400 多人

取得高素质农民初级、中级、高级证

书。肖永红夫妇和三个女儿在村里

率先取得高级证书，就连 3 个女婿

也都有了中级证书。

新技术傍身，新理念加持，肖永

红一家两代五口人“艺高人胆大”。父

女协同攻关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等科研项目，母女携手突破有机猕猴

桃高效栽培等创新技术。在与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等高校开展校企合作过

程中，合作社由技术成果转化的参与

者变为科研项目的主导者，成功实现

了从“配角”到“主角”的互换，迄今已

牵头或参与完成 16 个国家和省市级

科研项目、计划课题，先后获得 5 个

国家专利，唐家岭也因此成为宝鸡市

第一个省级乡村振兴科技示范村。其

中合作社牵头研发、天津商业大学提

供技术支持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

题——果蔬电商和跨境出口冷链物

流技术，获得成功并结题，合作社和

肖倩均获得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从“会种地”到“慧种地”，两代农

业人并肩创业，成果丰硕。截至目前，

合作社相继摘取“国家农民合作社示

范社”“全国百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奖牌 73 块，肖永红一家人也获得国

家、省、市、县各类证书 162 本。

“悟” 出来的利民责任心

荣誉越多，责任越大。“以前家里

穷，爸妈没日没夜地干，我理解。为

啥现在还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

村上的工资还不够车加油，他图个

啥？”肖倩说，“后来终于明白，人活

着要有责任。”

父亲当年为啥愿意回村里，就是

为了带领村民一起致富。后来为啥要

成立合作社，就是为了把大家聚拢起

来共同闯市场。就连合作社的商标

“岐安唐”，考虑的也是岐山、安乐、唐

家岭这个整体。

“因为自己的一分付出，村民致

富了，觉得很值。跟获得的一些荣誉

比，村民的认可让我更有成就感，对

生活也有了更多热情。”在不断的实

践和体悟中，作为合作社新一代“掌

门人”，肖倩的思想境界持续升华。

“一定要把自己的发展，充分融

入这片土地和村民当中。只有让大家

持续受益，自己的事业才能发展得更

好更持久！”肖倩说。

独行快，众行远。

前些年，村里三人一组、五个一

伙，成立了许多合作社。渐渐地，有17

个成了有名无实的“空壳”。肖倩发起

成立了“岐山县猕猴桃产业联合体”，

索性把全县 46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和

家庭农场联合起来，资源共享，协同

发展。

疫情三年，当鲜果卖不出去的时

候，有些果农愁得晚上睡不着觉。肖

倩想到了延链补链，牵头研发出 5 个

系列的猕猴桃果汁、果酒等深加工产

品，尽可能做到“不浪费一个果、不贱

卖一个果”。

脱贫攻坚期间，合作社托管了全

县 200 多名无劳动能力的低收入农

民，每人每年分红 1000 元。合作社每

年出资 20 万元对果农进行培训和服

务，免费发放花粉、肥料等农资，周边

3 万多户果农受益；带动发展规模电

商企业 15 家、网销大户和个体网点

1000 多家，吸纳和带动 20 多名大学

生返乡创业；捐赠 120 多万元助力

新农村建设。

唐家岭因此发生改变。以前奖励

一把剪刀才肯参加学习，现在搞培训

楼道里都挤满了人；以前好多村民

连智能手机都不会用，现在个个都是

抖音玩家、微商达人；以前好多村民

一辈子不出远门，现在年年都是杨凌

农高会的常客。

随着村民整体素质和能力的提

升，猕猴桃产业收入连创新高。2021

年和 2022 年，唐家岭村连续跻身“全

国乡村振兴特色产业亿元村”行列。

……

果酒酿液从管道里缓缓流过，

速冻果球也一一装箱待发。“新的生

产线投产后，将进一步提升全村猕猴

桃产业的附加值，并增加近 200 个就

业岗位！”庆典仪式简短而热烈，肖

倩在致辞中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

“……以科技创新引领企业和产业高

质量发展，让农业科技成果惠及更多

乡亲！”

猕猴桃分拣流水线

肖永红在成果展示中心向果农和宾客介绍合作社的发展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