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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在农村长大
的俞保利，对土地有
着深厚的感情。3 年
前，她放弃与丈夫共
同经营多年并稳定赚
钱的钢材生意，独自
承包了2200余亩土地
种起了葡萄。今年是
她的葡萄园收获的第
一年。

政策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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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秀吧

一串串葡萄 一连串梦想

点智成金 志向要大 步子要稳

土里藏金
与土能生金

上期，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洛阳863软件孵化基地与本报联合举办的“全民创业星工场”推出的残疾人创业专题得到了读
者的广泛关注和充分肯定，本期我们聚焦种植业，和大家一起来看看创业者在农村这片广阔天地里如何大有作为。同时，欢迎广大读
者参与进来，提供创业线索、聊聊创业经历和困惑。

我市多渠道支持种植业发展

创业初期，处处需要花钱。俞保利不得不
动用家里的积蓄，投入到葡萄园中。

俞保利的葡萄园解决了周围5个自然村
200多人的就业问题，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的同步发展。

为了打造高品质的葡萄品牌，俞保利还为
园里的葡萄注册了“金保利”商标。

她的葡萄园周围没有污染企业，所有葡
萄的培育种植都是在市林业局专家、洛龙区
农林专家的技术指导下进行的。浇地用的水
是来自地下的矿物质水，所施肥料是不含任

何化学原料的天然有机肥，这种有机肥能提
高果实品质，使果子糖分高、味甜，并富含矿
物质和维生素，满足了消费者对美味和营养
的需求。

尽管俞保利的葡萄园目前还未能赢利，但
俞保利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她说，今后公司将
以发展葡萄种植为主，着力发展集葡萄生产、
加工、培育和生态旅游，打造集休闲采摘、农业
体验、文化传播于一体的现代化高效农业园
区。“建万亩优质葡萄基地，创河南最优葡萄产
区，这就是我们公司的目标。”俞保利说。

今年37岁的俞保利，在李楼镇
的流转土地上，按有机水果的种植标
准，种了2200余亩葡萄，包括红提、
夏黑、京亚、超级无核、青提等多个优
质品种。所谓承包流转土地，就是把
农民的土地租下来，每年给土地的主
人付租金。

种植有机水果，最基本的要求是
不能施化肥，要施农家肥，还不能喷
洒农药。俞保利的葡萄园就按此标
准进行种植生产。

据了解，她是 3年前开始承包
这片玉米地的。按要求，玉米土地
3年内不施化肥，才能达到种植有
机水果的土地标准。这3年，她的
葡萄园一直在按这样的要求做。

在葡萄园里，我们看到，每一串
葡萄外面都套有一个白色的纸袋，上
面印有“无公害葡萄套袋”字样。据
园内工人介绍，这种纸袋在葡萄的幼
果期便开始套上，直至葡萄成熟才摘
下。俞保利说：“今年是第一年结果
子，果子不是太大，产量也不高，亩产
约500斤至800斤。明年将会盛产，
亩产将达到3000斤至4000斤。”

据介绍，俞保利的葡萄园目前所
种植的葡萄均销往外地，且价格要比
市场上其他的有机葡萄的价格低。

有机葡萄
头年并未丰收

在此之前，俞保利与丈夫共同经营多年的
钢材生意。3年前，她不顾家人反对，独自放弃
家庭生意，承包了2200亩土地种起了葡萄。家
人很为她担心，因为干农业太辛苦，而且农业项
目投资大，见效慢。

起初，她只是简单地设想：承包一二百亩
地，办个小型葡萄庄园，成立个会所，朋友们在
一起聚一聚，喝喝葡萄酒，去园子里摘摘葡萄，
体验一把田园生活的乐趣。没想到，她的葡萄
园建成后不断扩展，建设2200余亩的葡萄园也
根本没有她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2010年8月，俞保利成立了“洛阳双赢红
提种植有限公司”，投资2500万元完成了葡萄

园一期的工程建设，还引进了奥古斯特、金手
指、夏黑等优质葡萄品种，铺设了节水灌溉管
道和蓄水池，目前正在建设冷库。这些现代化
的设施，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过去浇灌一
次2200亩的葡萄园，需要数十个工人忙碌8天
才能完成，而现在只需2天时间。

2010年11月，天气寒冷，园里的葡萄苗刚种
上，她每隔一两天就要到园子里查看葡萄苗的生
长情况，每一次她都要亲自走遍两千多亩的葡萄
园的每个角落才能放心。她说：“看着这些葡萄
苗，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在一天天地成长，它们牵
动着我的心啊。”当然，随之而来的是对她身体的考
验，那段时间她的体重从190斤降到了140斤。

□记者 蒋颖颖 特约记者 李帆

本期点评嘉宾：洛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
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胡军

针对俞保利的创业故事，胡军说，他看到
了一个成功创业者所具备的基本素质，即敏
锐的眼光、一定的冒险精神，还有绝对的行动
力。“俞保利能够看到我市发展葡萄产业的基
础和地理优势及前景，并且有能力抓住这个
商机，这说明创业要有发现商机和抓住商机
的能力，眼光要独到。”胡军说。

“同时，创业不可能没有一点风险，很多
创业者往往因为前怕狼后怕虎而一事无成。”
胡军说，冒险精神并不是盲从，而是通过科学

的市场调查，分析出自己的优劣势和即将遇到
的机会、威胁，从而采取对应的措施。

针对葡萄种植业的发展，胡军建议：首
先，为自己的企业制订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规
划，还要有一套科学的规章制度，提高自己的
管理能力。因为再好的项目，再多的资金，如
果创业者不懂管理，那么企业终究还会失败。
其次，继续加大科技投入，推行无公害栽培，培
育更多新品种，提高葡萄产量。再次，扩大深
加工产品领域。我市葡萄深加工产品较少，建

议开发更多的葡萄产品，延长产业链条，扩大
利润空间。同时，以发展休闲观光农业为契
机，大力发展集采摘、饮食、住宿、观光于一体
的葡萄采摘游。

胡军提醒广大想创业的朋友，尤其是下岗
失业和资金不雄厚的朋友，创业是有风险的，要
有承受失败的心理准备，不要做冲动型创业
者。所以，创业者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量力而行，紧紧把握创办企业初期的原则——
志向要大、计算要精、规模要小、步子要稳。

□记者 李永高

本期“创业秀吧”的女主人公俞保利，
经商富裕起来后，利用流转土地，投资成
立种植公司，让200多名农民在家门口就
业，而她的目标是打造现代化的高效农业
园区。同样想在农村广阔天地中大有作
为的创业者们不妨借力发展。

土里藏金
在《洛阳市创建国家级创业型城市

工作实施方案》中，市农业局提出：实施
农民工返乡创业行动，对回流农民工开
展创业培训，对有培训需求的返乡农民
工开展短期、中期的农业实用技术和二、
三产业技能培训，认真落实鼓励农民工
返乡创业的政策措施，引导和鼓励农民
工返乡创业。

另外，按照《洛阳市2012年农村劳动
力培训阳光工程项目实施方案》，今年全
市阳光工程培训任务对象有2.2万多人，
其中，种植业生产、农业经营管理等农业
职业技能培训对象1.15万人，农业专项技
术培训对象1.05万人，农业创业培训对象
220人。

市农业局印发的《2012年市级水果标
准园建设方案》提出，选择集中连片100亩
以上的果园（苹果、梨、葡萄、石榴、樱桃等
树种），建立一批水果标准化生产示范园
区，由专家组随时为标准园建设提供技术
服务。

为支持农民创业兴业，工商部门也出
台了新规：

申请成立个人独资企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的，只需提交能够证明对其住所或经
营场所享有使用权的文件或租约，不需要
提交权属证明文件。创办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无最低出资数额限制。

土能生金
日前，市委、市政府发布的关于支持

中小企业发展的意见中指出：具有本市户
籍的返乡创业农民工，可以申请小额担保
贷款。

市人社局、人行洛阳市中心支行、市
财政局联合推出的小额担保贷款支持全
民创业实施办法中明确提出：

对符合条件的创业农民，给予1年到
2年期限的小额担保贷款，从事种植等微
利项目的小额担保贷款，有望享受中央财
政全额贴息。其中，有一定自有资金、吸
纳回乡创业农民工、被征地农民人员达到
规定要求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一般可根
据实际招用符合条件人数，获得不超过
200万元的贷款。符合条件者均可获得一
定的政府贷款贴息。

另外，市农业局对通过审核入选
“2012年市级水果标准园”的果园也会按
项目计划拨付补贴资金。

为了葡萄园，她足足瘦了50斤

为葡萄注册商标，欲创河南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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