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淇河晨报

09

NEWS� WEEKLY

淘新闻

2012 年 12 月 17 日 星期一

编辑 / 卫珩 美编 / 孙海潇 TEL：0392-2189920� E-mail:weiheng1984@sina.com

昔日高考状元辞职返乡种菜成富翁

濮阳小伙儿大学毕业后放弃北京优越工作回乡创办现代农场

郑州：

半个月两名露宿者死亡

政府“无为”救助遭质疑

12 日，“郑州解放路立交桥下又一名露宿者被冻死”消

息传出， 这已是半月来郑州市被曝出的第二例露宿者死亡

事件。 消息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质疑政府的“无为”救助。

半个月两名露宿者死亡

继 11 月 30 日开封杞县 38 岁的农民工刘红卫猝死于

郑州市中州大道与郑汴路立交桥下后，12 月 12 日 19 时 35

分，网友“爱佑熙”在其个人微博上爆料“郑州解放路立交桥

下又一名农民工被冻死”。

13 日，这一消息被目击者和郑州市警方证实。一名路姓

的农民工称，“几个月前，我还和他一块儿在饭店打过工，不

知道他叫啥，只知道家是周口的，出事的那天，他靠在电线

杆上，2 天没有吃饭了，我还给他送过一瓶热水”。

露宿者死亡，偶然背后有必然？

从表面看，12 日晚的露宿者死亡事件与 11 月 30 日的

农民工刘红卫之死有不少偶发因素， 比如二人死亡前都在

气温骤降、天将欲雪前露宿街头数天，最终导致“猝死”。

然而，深层次分析，二人“偶然死亡”的背后，确实有一

些非偶然的因素，比如，缺乏及时、有效率的救助。 对两起事

件，民政救助部门都称“之前从未接到过求助电话，赶去时

农民工都已确认死亡”。 公安部门都称“死因不明”。

政府救助如何避免尴尬？

对于“冷漠”的指责，救助部门表达了自己的尴尬和无

奈， 郑州市救助站工作人员说：“救助首先就要遵循自愿原

则，如果主动来求助，我们不可能不管。 到街头救助，人力、

车辆不够。 不愿接受救助的，我们也没有办法。 ”

13 日，记者在露宿者死亡的桥下采访时看到，1 个半小

时内来了两辆急救车，但任凭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医务人员

和警察如何劝说，仍有部分露宿人员不愿接受救助。

民间力量作为政府救助的补充也应加大对露宿者的帮助

力度，别仅做批评者和旁观者。 （据新华社 12 月 14 日专电）

■

据大河报消息 29 岁的小伙儿郭可江在范县甚至濮阳可是位家喻户晓的人物，2004 年，家境贫困的他以

全县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中央财经大学。 然而，郭可江的惊人之举还不止于此，大学毕业 3 年后，他放弃北京

优越的工作，回乡种起了蔬菜，当上了农民，再次轰动一方。 如今，他种地种出名堂，成了远近闻名的年轻富翁。

谈心结

生产安全放心的蔬菜

难道很难吗？

“生产安全放心的蔬菜难道很难

吗？ ”谈起为何突然放弃在北京的工

作，郭可江告诉记者，大学期间经常

有媒体报道“毒豆芽”、“毒鸡蛋”等食

品安全事件，他感觉到生产安全蔬菜

有巨大的市场，也因为自己在大学期

间曾得到在京范县老乡的资助，他产

生了回乡创业带富家乡的想法。

郭可江学的是行政管理专业，对

蔬菜的生产技术了解不够，他专门到

山东寿光聘请了两名农技专家来指

导种植蔬菜。

通过借钱、贷款等方式，郭可江

在农场里的投入越来越大，如今他的

农场已经超过 1000 亩，年产蔬菜 400

吨，还建成了垂钓园、游泳池、餐饮娱

乐中心，搞起了生态农业观光园。 一

年多的艰苦创业让郭可江生出了不

少白头发，但他觉得很值得。

“我们种了一辈子地， 没见过这

样种地的，不打农药不撒化肥，只上

农家肥， 种出来的蔬菜瓜果质量好，

销路也好。 ”郭可江所在的付金堤村

村民们说，“这孩子有想法， 敢想敢

干，我们也愿意跟他干。 ”

如今，郭可江的农场有 150 名村

民上班，种地上班两不误，大幅提高

了收入。

而郭可江的蔬菜每卖出一箱，他

都会从中抽出一元钱，资助在校贫困

学生，这在当地也被传为佳话。

创实业

农场蔬菜直供北京，29 岁的他让村民开了眼

大片的蔬菜大棚、 成群的鸡

鸭、 满圈的猪崽……这是一个集

蔬菜、花木、水果等种植和家禽养

殖为一体的现代高效农业工厂。

但在一年多前， 这里是一片普通

的稻田。

这片现代农场，是 2011 年 3

月由范县付金堤村郭可江创办的

专业合作社。 除了蔬菜大棚和养

猪场， 郭可江还培植景观树和樱

桃、苹果、梨等果树 2000 多棵。他

还在自己的农场里推广“猪—

沼—菜”、“猪—沼—果”等生态循

环模式。 他的种地模式让祖祖辈

辈都务农的村民们开了眼。

郭可江在北京海淀、丰台、朝

阳等地区设立了 4 个有机蔬菜销

售点， 农产品直接用货车送到销

售点，不愁销路。他还在北京注册

开通了网站，创立自己的“老家菜

园”品牌，还请《西游记》中沙僧的

扮演者担任形象代言人。

如今，这个年仅 29 岁的小伙

子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千万富翁。

写传奇

当年高考一举成名，回乡种菜再次轰动

郭可江的父母深知“知识改

变命运 ”的道理 ，虽然家境不富

裕，仍坚持将子女送进学校。 郭

可江上高二时，父亲不幸因病去

世，家里顿时没了顶梁柱。 郭可

江多次要求退学，但都遭到母亲

反对。“家里就指着可江上学出

个名堂，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出

来啊！ ”郭可江的母亲说。

郭可江没有辜负母亲的希

望。 2004 年，他以全县文科状元

的成绩考入中央财经大学，成了

县里的名人。

2008 年，上了 4 年大学的郭

可江毕业了，进入兴业银行做了

一名理财规划师，平时还做股票

操盘手。

工作 3 年后，郭可江突然做

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吃惊的决

定———回老家种地。

“我这一辈子奔的就是他能

跳出农村 ，到城市生活 ，他突然

说要回老家种地，我当然不同意

了！ ”郭可江的母亲对儿子的决

定十分不理解， 但因儿子的坚

持，只好无奈地同意了。

“回到老家后， 村里说啥的

都有，反正都是不理解。 ”郭可江

回忆说，“不管大家怎么说吧，我

有想法了就要坚持干下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