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云峰（右二）观察番茄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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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 沈丘县田野青种植专业
合作社的用工需求日益增长， 高峰期日用工量可达 300
多人。为增加群众收入，肖云峰吸收困难群众前来务工，
并采取相应措施提高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增加务工人员
的收入，全村 64 户困难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并有了
稳定收入。

2019 年，肖云峰又以沈丘县田野青种植专业合作社
为依托， 流转托管土地达到 1965 亩， 发展现代农业种
植，同时引进科学种植技术和现代化机械设备，实现从
播种到收割的全程机械化作业，农产品产量和质量得到

了稳定提升，合作社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创收 20 余万元。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在这片黄土地上，肖云峰获得

了成功，先后被授予“沈丘县首届创业标兵”“周口市向
上向善好青年”和“周口市创业之星”荣誉称号。 今年 5
月，肖云峰获“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只有亲吻泥土的芬芳，方能感受大地的力量。 ”肖
云峰表示，荣誉是肯定更是一种责任，在下一步工作中，
他要立足当地资源，进一步打造田园综合体，研发文旅
文创产品，发展乡村旅游业，在率先建设农业强县的征
程中，努力抒写更加辉煌的精彩人生！

把真情写在黄土地上
———全国劳动模范肖云峰返乡创业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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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片黄土地养育了我，我要尽己所能反
哺它。 ”肖云峰对记者说。 十多年来，沈丘县卞路
口乡肖门行政村村民肖云峰在黄土地上不懈耕

耘，一心扑在家乡建设中，用智慧与努力书写属
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2004 年， 肖云峰毕业于河南理工大学经济
管理专业。毕业之际，恰逢旅游业方兴未艾，在旅
游浪潮的推动下，他在一个城市的一家旅行社当
上了一名导游，经过十余年的打拼，成为让人羡
慕的金牌导游，收入相当可观。

“离开导游业，并不是因为厌倦，而是看到了
人生更高的山。 ”肖云峰说。 2014 年 1 月，肖云峰
敏锐洞察到国家对“三农”领域的重视，意识到这
将为乡村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为了追求人
生的更高目标， 肖云峰怀着对家乡的深厚情感，
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从事十余年的事业，踏上了返
乡创业的道路。

“你上了一圈学，结果回来种地，真丢人。 老
话说‘人过三十不学艺’，你都三十多岁了还改
什么行？ ”从一个熟悉且收入稳定的行业，到一
个陌生的行业去打拼， 首先遇到的是来自家庭
的阻力， 肖云峰的母亲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的
这一选择。

肖云峰不为所动，他对母亲说：“妈，您种了
一辈子的地，辛苦不说，年年收入也不高，您就
让我试试吧，我会改变现状的。 人这一辈子，不
一定非要干成什么大事， 但一定要在最美好的
年华干过事。 ”母亲拗不过他，也就点头默许了
他的想法。

然而，让肖云峰更难受的事情还在后面。 回
到村里后， 他成为村民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柄，
各种声音不绝于耳，最多的是耻笑和鄙视，就连
他正在读小学的儿子也感到在他人面前抬不起

头来。
有一次， 肖云峰的儿子从学校回到家里后，

哭着对他说：“爸爸，如果你再种地，我就不喊你
爸爸了。”原来，在学校有人问他的爸爸是干什么
的，他撒谎说：“我的爸爸在当导游。 ”

肖云峰虽然感到很自责， 但依然对儿子说：
“你就实话实说，爸爸是一位农民，是要让土地生
金的一位农民。 ”

面对家人和村民的不理解，肖云峰自我安慰
道：“要尊重自己的选择， 做一名新型职业农民，
人生苦短，不能留有遗憾。 非议是成功最好的佐
料，没它不香！ ”

冲破阻力 返乡创业

������“新型职业农民不能再是‘泥腿子’的代名词，种地
人也可以做到优雅和别致。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生不过
是一片涟漪，要活出精彩，就要实现自己的价值。 ”肖云
峰说。

2014年 10月，肖云峰顶住多方压力，倾尽所有，注册
成立了沈丘县田野青种植专业合作社， 并流转土地 565
亩种植农作物。但是，由于他缺少种植和管理经验，次年不
但没有收回成本，还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搭了进去。

2015 年年底，在朋友的帮助下，肖云峰从银行贷款
8 万元，再次向自己的梦想出发。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
实很骨感。 当年，沈丘县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旱情和
连续强降雨，夏、秋两季农作物严重减产，肖云峰土里淘
金的梦想又一次破灭。

“他就不是靠种地发财的料，还非要充当愣头青。 ”
风言风语再一次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

“决不能放弃，自己选择的路就要义无反顾地走下
去，决不能让支持自己的家人、朋友伤心。 ”肖云峰铁了
心要与命运抗争。

2016 年，信贷政策向农村倾斜，肖云峰再次向银行
贷款 15 万元，建设蔬菜大棚。 这次他成功了，不仅还清

了贷款，还有了些结余。
2017 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他又一次向银行贷

款 30 万元， 流转土地增加到 700 余亩， 新建蔬菜大棚
50 座，种植早春西瓜、茄子和冬季蔬菜等。 就在他准备
大干一番时，老天好像有意捉弄他，当年冬季，一场百年
不遇的暴风雪袭击周口大地，沈丘也在所难免。 他所建
的蔬菜大棚在狂风暴雪中全部倒塌， 棚内菜苗被冻死、
冻伤，损失 50 余万元。 看着倒塌的蔬菜大棚，希望顿时
化为乌有，因为看不到未来，工人也一个个离他而去，最
后只有他和母亲含着眼泪清理棚内的积雪。

“这条路真的走不下去吗？ ”肖云峰陷入了沉思。
“开弓没有回头箭，不能就这样认输。 ”肖云峰咬紧

牙关暗下决心。
成功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肖云峰深深地认识到，

不掌握一定的农业知识，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一名“新农
人”。 于是，他多次到外地考察学习大棚生产技术，广泛
查阅资料，虚心向农业专家请教，在田间进行了无数次
试验，成功摸索出“豌豆+花生+娃娃菜”等一年三茬的循
环种植模式，有效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让黄土地焕发出
新的生机。

流转土地 艰难耕耘

事业有成 反哺乡邻

肖云峰（右）在大棚内指导工人采收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