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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瑞强：

种 地 的 博 士
本报记者 陈 力

人物小传：

马瑞强，1983 年 10 月份生人，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他先后获评为“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创新创业人

才”“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创业青年”“感动内蒙古人物”，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担任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常务

理事、中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协会理事。他创立的内蒙古分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创

新创业人才团队”“全国农业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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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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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客哥创客哥””是个热心肠是个热心肠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王向灵

京东“一哥”刘强东：

“ 这 块 成 本 永 远 不 能 省 ”

刘强东，1974

年 2 月份出生于江

苏宿迁，现任京东

集团首席执行官。

春节假期一过，马瑞强就马不停蹄
地忙了起来。

作为内蒙古分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他乘机在云端穿行，到天津找
投资，到石家庄谈股改，到呼和浩特寻
合作。作为云种云养网络科技公司的股
东，他要打理线上生意。作为全国人大
代 表 ， 他 进 村 入 户 ， 忙 着 调 研 准 备
议案。

还是一身书生气，但马瑞强学会了
很多。“重返乡村，不啻一次脱胎换
骨。”

归园田居

马瑞强第一次离开农村老家——内
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乌加河镇
联丰三组，是在 2001 年秋。那年，他
考上了内蒙古师范大学生物系，算是
跳出了农门。紧接着，他在中国农业
大学硕博连读，毕业后分在了北京一
家央企。

2011年 4月份，微生物学博士马瑞
强打好行装回到了家乡。母亲刚从番茄
地里回家，反复确认了儿子准备离开城
市回村种玉米后，差点背过气去。老父
亲更是两个月没跟他说话。

虽然读研究生期间，马瑞强在家乡
成功种植了 7 亩水果玉米试验田，但回
乡创业，没有多少人支持他这个“不靠
谱”的念头。在乡亲们的观念里，考上

大学再回来种地是件很丢脸的事。马瑞
强并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他反而觉得旁
人异样的眼光是一种激励。

创 业 过 程 中 ， 最 让 他 头 疼 的 是
“与人沟通”。“试验田就种几亩地，

可大规模种植要和农户打交道。”他
说，“我们做专业技术出身的，以前
都只和书本、科研仪器打交道，与
人沟通的能力欠缺很多，想说服
别人和我一起干很困难”。

马瑞强走访了 100 多户农
民，试图说服他们和自己一起
种植水果玉米，可最终只“拉
拢”来 14 户，其中还有 7 户
是 自 家 亲 戚 。 他 又 说 服 父
母，让他们和自己一起开着

面包车，跑遍附近 18 个村子推
广水果玉米。为了让农户更有积

极性，马瑞强自掏腰包，给他们发
放补贴。最终，有 406 亩地种上了水

果玉米。
没有资金，没有人，对企业管理

完全没有经验的马瑞强一切都要亲自
参 与 。 对 于 读 了 20 年 书 的 马 瑞 强 来
说，这些重体力活足以让他崩溃。第
一年玉米收获时，租来的冷库距离种
植基地将近 60 公里。因为工作量大，
雇来的装卸工只干了 3 天就撂了挑子，
剩下的玉米全由马瑞强和父亲、妹夫 3
个人一起搬运。每天晚上 10 点到深夜
两点，他们要把 500 袋玉米从车上扛
进冷库，早上 5 点多还要起床安排农民
采摘。想起扛在肩上的 100 斤一袋的
玉米，瘦小的马瑞强说，“当时真的有
些悔意”。

雪上加霜的是，冷库两次出现故
障，加上其他损失，创业第一年，马瑞
强赔了 15 万元。痛定思痛，马瑞强和
投资人一起兴建冷库、开办水果玉米加
工厂和一系列包装生产线。2012 年他
们在乌加河镇推广种植了两千多亩水果
玉米。那时，他每天要发出十几车的水
果玉米，配送到全国各地。

妻子辞去了北京的工作，带着小孩
来内蒙古就业、就学，成了马瑞强这几
年最得意的事儿。马瑞强一直用那句话
自勉：“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能风雨
兼程。”

返城寻觅

回乡后，马瑞强对“三农”问题的
理解彻底接了地气。他认为，农民在种

植、生产的过程中有绕不过的沟坎。首
先，如何让好的农产品多起来、让更多
农产品好起来。其次，基层农业技术服
务下乡还存在运转不畅等问题，导致很
多农民并不能享受到专家的技术指导。
最后，有了好的农产品，还得让好产品
有一个好价格，才算完成那“惊险的一
跳”。

博士种地，未必躬耕陇亩。2014
年 1 月份，马瑞强又开始进城第二次创
业，把办公室从乌加河老家搬到巴彦淖
尔市所在地临河，成立了内蒙古分享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紧接着，又与人合
作，在北京成立了云种云养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目前，公司技术团队包括 3 名
博士、12 名本科生及技术员，并与中国
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内蒙古农
业大学和中国微生物学会展开密切合
作 ， 同 1000 多 位 农 业 专 家 “ 加 为 好
友”。

“进城以后，我还是离乡不离土”，
马瑞强把主要精力放在打造龙头企业
上，“不再种玉米、背玉米了，现在一
是找人，二是找钱”。

找客户。除了线上销售，马瑞强跑
了许多家超市销售他们的水果玉米。调
整种植结构种了饲料玉米之后，他又要
跑龙头企业，终于把农户订单种植的饲
料玉米全部销往了当地一家养殖企业。

找投资。除了为云种云养网络科技
公司找到 1000 万元风险投资外，马瑞
强谈了许多家企业，有的已经派来财务
人员前来尽职调查，但还是黄了。“这
也促使我下决心找专业团队估值、股
改。只有企业做规范了，人家把钱投给
你才会放心。”马瑞强透露，“年后我们
和天津一家公司进入‘热恋’，这次投
资八九不离十”。

找伙伴。这两年，马瑞强来呼和
浩特办事，无论多晚，都约一位朋友
加入他的创业团队。喝酒、品茶、谈
心，如是者十几次，不成想那位朋友
最后婉拒，“理由是怕辜负了我的信
任。现在回想都无限感伤”。马瑞强更
愿意回忆那些愉快的往事，“有一位经
理人向我请教农业知识，没想到一见投
缘，没拿一分钱报酬就跟我这个光脚的
闯荆棘”。

通过“合作社+农户”的经营管理
模式，内蒙古分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完
成订单合同 1.2 万多亩，带动 1000 多农
户增收 1000 多万元。2016 年，公司也
有了几百万元的盈利。

破解乡愁

马瑞强至今难忘与父亲的一次唠
嗑。“有一天父亲对我说，我 50 多岁
了，什么时候能不种地呢？听到这句
话，我的内心非常复杂，因为在全国绝
大多数农村，像我父亲这样年过半百依
旧下地干活的农民还非常多。”马瑞强
描述了目前农村劳动力的现状：超过半
数都在 50 岁以上，迟暮的田园成为新
的乡愁。

马瑞强组建了农机专业合作社，拥
有 80 人的职业农民队伍，投资 200 多
万元购进了大型农业机械，加上组织农
民自买农机入股，使合作社大小农机总
价值达到 600 万元。从种到收，统统由
这些农机解决。

看到别的村民投资 100 万元购买大
型农机仅 3 年就收回本钱后，种田能手
王胜利也投入 38 万元购买了收割机。
王胜利细数马瑞强回乡带来的好处，

“老农不懂市场没关系，分享公司订单
兜底。干不动活没关系，农机社的职业
农民包圆”。

虽然解除了老农的劳务负担，但新
问题接踵而至，眼界开阔的马瑞强陷入
了沉思。单个小农这种耕作模式成本太
高了。父辈们 30 多亩地，零零碎碎有
10多片。发达国家家庭农场一般都是一
两千亩。人家一两千亩是一两个人在经
营，可是家乡却是一两百人在经营。他
切身感受到适度规模经营的迫切：把现
在分散经营的小农模块打造成大模块，
才能更有利于农机农资的投入，更有利
于降低成本。

马瑞强开始带领他的团队组织土地
流转。既和农民谈，也和当地有农田使
用权的企业谈。“几乎是千方百计、说
尽了千言万语，”从北京追随马瑞强下
乡创业的程龙，深知分享公司流转来
的、集中连片的 15000 亩土地来之不
易，“我们分享公司不仅与老农分享，
还与种田能手分享。现在 30 多家农业
大户平均耕种 500 亩，在这里实现了种
地致富”。

或许在等待农民契约意识的完全觉
醒，马瑞强把目光瞄准了荒地改造。功
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在内蒙古杭锦后旗
找到了一家农场闲置的 8 万亩盐碱地。

“我们的专家团队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马瑞强说：“虽然困难还不少，但我享
受这开疆拓土的感觉。”

春节过后，气温渐
暖，人们逐渐回归忙碌
节奏。走进河南省沈
丘县陈寨镇永盛服饰
有限公司内，在机器声
隆隆的剪裁车间，十几
位 70 岁左右的老人正
忙着做剪线头等工作。

陈寨镇党委书记
严 文 元 告 诉 记 者 ，60
岁以上的长者一般不
容易进厂上班，都怕万
一有个闪失“伤不起”，然而“只要身体健康且愿意上班，
陈伟这里都一路绿灯”。64岁的刘凤英接过话茬说：“不
仅能在家门口挣工钱，逢年过节还有礼品，生活得很开
心，陈伟这孩子让我们有了奔头。”

陈伟今年 37 岁，是沈丘县大陈庄村人，当地人称
“创客哥”。记者见到陈伟时，他正通过视频和客商交
谈。1.8 米的身高，魁梧的身材，炯炯的眼神，陈伟给记
者的第一印象是活力四射。

2000 年高中毕业后，陈伟便怀揣梦想在外打拼，几
年后已小有成就。“一人富了不算富，我想返乡创业，引
领乡亲们致富。”怀揣这样的初心，陈伟于 2007 年返乡
创办了容纳 20 多人的永盛服装加工厂。如何让更多的
乡亲们找到挣钱的门路？这事一直萦绕在陈伟的心头。

2009 年，做大“蛋糕”的机会来了，永盛服装加工厂
和香港的大公司达成了长期合作协议，订单纷至沓来。
陈伟抓住这一契机，马不停蹄地建设厂房、添置机械设
备，将加工厂更名为永盛服饰有限公司，产品销往英国、
芬兰等国家，安置下岗职工 60 多人，吸纳当地农民就业
1400 多人，其中残疾人 35 人。陈伟终于实现了安置上
千人就业的梦想，去年公司产值已突破亿元大关，创汇
1060万美元。

事业有成的陈伟，在发展企业的同时不忘回报社
会。2010 年，他看到村里小学校园面积小，孩子们没有
活动场地，就捐资 6 万元为该学校征地扩建。为了方便
乡亲们出行，2011年他投资 80万元，为家乡修了一条水
泥路。

每逢中秋节、重阳节等节日，他都会买来营养品看
望村里的孤寡老人和困难户，并为村里 80 岁以上的老
人送生日蛋糕。“人都有老的时候，多去和他们说说话，
他们心里会感到温暖。”陈伟的话很真挚。

去年 6 月份，陈伟一次性捐赠慈善款 22 万元，并出
资 5000 元为村里购买移动垃圾箱 16 个，积极为文明创
建出资出力。面对乡亲们的称赞，一路风尘的陈伟没有
飘飘然，憨厚的他说：“我就想让老少爷们过上好生活。”

最近，京东集团首席执行官刘强东频频刷屏。日前，
刘强东在微博上说：“大家只看到所谓的电商就业数字，
却看不到 90%以上的电商从业人员没有五险一金⋯⋯
靠克扣配送员和卖家从业人员福利带来的快递业、电商
表面‘繁荣’该停止了！”此话一出，引发不少争论，一位微
博名为“快递员有梦想”的人士在微博发文《快递员三问
刘强东》怒怼刘强东。

一方面，双方所言并不全面。国家邮政总局公布的
数据显示，2016 年中国快递从业人员高达 200 多万，快
递业务量完成 313.5 亿件，同比增长 51.7%。快递行业也
不仅是简单的送货，从技术发展角度而言，电子面单、自
动分拣、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正全面应用于整个快
递物流产业链。快递行业正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基础设
施，发挥着“搞活流通，拉动内需，增加社会就业”等方面
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刘强东又确实揭示出了一些问题。电商
的蓬勃发展，确实建立在我国巨大的劳动力红利上。随
着近些年人口红利的减退，“用工荒”加剧，导致一些快递
无人派送，快递员成为稀缺资源。对传统快递行业而言，
如何留住人是眼下要紧的问题。

此前做客一档电视节目时，刘强东就表示，有人提出
将配送员等基层员工外包给第三方公司，京东一年立马
可以节省十几亿元，“我认为这是耻辱的，这个成本永远
是不可以省的⋯⋯否则赚了多少都会让我良心不安，我
没有成就感，这家公司的存在也没有价值和意义”。

长远来看，京东要把承诺落到实处，为员工、为行业、
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对员工，要让兄弟们活得有尊严；
对公司，要用最新的技术手段，不断降低运营成本，提高
商品流通效率。 （任 武整理）

在安徽合肥市长江东大街，无论是人行道、柏油路面还

是绿化带中，都很少见到白色垃圾。经常途经该路段的市民

卫怡凡感慨道：“街上一直都干净，让我很喜欢这座城市！”

负责这条马路卫生的，正是合肥市瑶海区 62 岁的环卫

工人柏有芳和她的儿媳妇孙翠霞。柏有芳 27 岁就开始当环

卫工，退休返聘至今，整整 35 个年头。她的儿媳妇孙翠霞

10年前下岗后成为环卫工人，至今也有 10个春秋。

10 年间，这对婆媳风雨无阻，每天早上 4 点准时到岗，在

1.7 公里的路段来回奔走。她们每天都要在道路清扫车无法

到达的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绿化带等地工作 8 个小时，清扫

6000 平方米以上的面积。婆媳 10 年同扫一条大街，互帮互

助、情同母女的故事，也成为长江东大街上的佳话。

长年的风吹日晒，让许多环卫工人看上去比同龄人要

“老”，环卫工人们用自己的“脏”换来了城市的美。城市里

也始终惦记着“城市美容师”，并力所能及地为他们提供方

便和关爱。合肥市在全市沿街商铺设立了千余家“环卫工爱

心驿站”，免费为环卫工人提供歇脚、纳凉、热水、微波炉

加热饭菜、轮胎打气等服务，在寒冬里为他们送去温暖，在

烈日里为他们送去清凉。

张大岗摄影报道

↑ 春节以来，由于烟花爆竹燃放量增多，环卫工人的工作量随之翻倍。2 月 16 日，在合肥市

瑶海区长江东大街一小区门口，环卫工柏有芳（左）、孙翠霞（右）正在清扫鞭炮燃放后的垃圾。

→ 下班后，闲暇之余的婆媳俩在家逗宠物。

↑ 工

作 间 隙 ，柏

有芳（右）为

孙翠霞（左）

拭去头上的

灰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