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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类水果在川种植约560万亩，为
四川第一大类水果。四川形成了以成都
平原、川东北、川南片区为主的三大柑橘
产区，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中，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

在徐瑞杰的家乡成都邛崃市，水果
产业以柑橘为主。他还在上学时，曾目
睹家乡柑橘因缺少品牌和销售渠道，被
外来批发商低价收购的情况。为了家乡
的水果不再被贱卖，他决定以后返乡创

业卖水果。如今，徐瑞杰公司水果年销
售8000余万元，并将四川的猕猴桃和柑
橘销往海外。

10月16日，徐瑞杰向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讲述了自己的创业故事。

徐瑞杰介绍，他从小就对农业感兴
趣，高考志愿填报的就是农学专业。他
的创业旅程从大学时期开始——在校外
承包农户土地创建生态农场，白天上课，
晚上养鸡。

“在学校时我就发现，家乡的柑橘缺
少统一品牌，没有叫得响的名字，大家觉
得好吃却很难记住，所以我就想以这个
为突破口，打开销路。”徐瑞杰说。2016
年大四实习期间，他在探索中返乡组建
团队，借助“奇耙”柑橘品牌，实地到北
京、上海、江苏等地考察，最后选择将柑

橘运往市场较为稳定的无锡，赚取自己
的第一桶金。

2017年大学毕业后，徐瑞杰返乡注
册了成都市山依湖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原以为水果销售会就此走上正轨、一
帆风顺，可多变的市场销售环境却给他
当头一棒。2019年8月，本是红心猕猴
桃丰收的季节，但因为恶劣气候，市场
行情暴跌，公司面临入不敷出的情况。

“我们两个月内亏损400余万元，团
队陷入迷茫。面对如此的高负债处境，
我自己也感觉十分迷茫。”徐瑞杰说。

最终在共青团邛崃市委的帮助下，
徐瑞杰的公司渡过难关。

从困难中走出来后，经过3年的发
展，徐瑞杰创新融合线上和线下双轨模
式，2023年，在积极拓展社群电商基础

上，他与北京、浙江、广州、福建、广西等
地的多家网络销售平台和大型水果超市
建立合作关系，年销售额突破8000万
元，还将邛崃柑橘、猕猴桃销往全国乃至
北美和东南亚地区。

除了事业上的成功，徐瑞杰深知，要
想当地农产品越来越好，离不开乡村振
兴整体的带动作用。“个人富了，当然好，
乡亲们富了，就更好。”他说。

为此，徐瑞杰在扩大事业平台、产业
链条的同时，每年为周边百姓提供200人
的零工岗位，人均月收入4000元以上；
还主动联系农户个体，形成合力、打通链
条，帮助销售家乡柑橘、猕猴桃突破
5000吨，使农民足不出村就可以实现就
业和增收，赚钱顾家两不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彦霏

从被压价收购到出口海外

邛崃小伙带领乡亲卖水果年销售8000多万元

“在最后一个打卡点才反超南非女选手，但灯光一
直在身后，我也不敢停下，因为赛前说了不想有女生在
我前面冲线。”比赛完成后，对于79小时43分19秒的完
赛成绩，成都妹子郑钧月有些不敢相信，反复跟工作人
员确认。

10月6日至12日，第六届八百流沙极限赛在甘肃敦
煌古城举行，来自全球的54名专业越野跑选手和超级马
拉松爱好者，踏上了这段长达400公里的艰难征途。

在茫茫戈壁滩，79小时43分19秒跑完400公里是个
什么概念？相当于在自导航、自负重、自补给的情况下，
连续挑战10个马拉松，平均每天要跑超过110公里。

作为该项目第一个跑进100小时的中国女选手，
郑钧月被不少网友称为“现代花木兰”。10月18日，
郑钧月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讲述她
这79个多小时的艰难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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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流沙，有生之年得挑战一下。”
今年9月30日，郑钧月在社交媒体上写下
了这句话。在很多跑者的心中，“八百流
沙”这四个字意味着极限，意味着荣耀，
更意味着信仰。

八百流沙极限赛全长约400公里，是
中国首个超长距离不间断的极限耐力赛，
在甘肃敦煌至瓜州一带的戈壁荒漠无人
区举行。自2014年测线赛后，该赛事已
于2015年至2019年连续举办5届，2020
年起暂停，直至2024年才重新回归。今
年的线路从敦煌出发，经阿克塞、肃北
县，画出一个巨大的U字形至瓜州县。

按照组委会给出的坐标点，选手们
需自行选择行进路线。10月6日开赛后，
郑钧月在前200公里左右一直处于领先，
但在206公里处时，工作人员提示线路上
出现了狼群，需要返回至上一打卡点，走
备用路线。

“其实狼群10月3日就到了那个区
域，组委会提前做了预警，但出于安全还
是让我退回去了。那时候其他选手还没
经过那里，可以直接从备用路线通过。”
郑钧月表示，虽然耽搁的7个小时从总成
绩里扣除了，“但消耗的体力和物资没办
法补充，所以对我的比赛影响还是很大。”

今年39岁的郑钧月来自成都，是一
名服装设计师。一直很喜欢户外运动的
她，2014年前后开始参加超长距离的极
限挑战活动。

在郑钧月的社交平台上，绝大多数
都是她在各种山间野外奔跑的画面，在
她看来，“享受过程的意义大概比挑战极
限更重要一些。”

除了日常工作，郑钧月会把更多的
时间放在徒步或奔跑上，是训练，也是她
享受生活的方式。

在2019年和2020年成都超百公里越

野挑战赛中，郑钧月均获得女子组冠军。
此外，她还曾5次踏上世界最难越野赛事
之一的“意大利巨人之旅”，用106小时完
成了近350公里的比赛，并穿着自己设计
的中国传统服饰红色旗袍冲过终点。

“我很喜欢这样长距离的比赛，可以
在赛道上看到绝美的风景，体验不同的
人生疾苦。那些极致、困顿、无数次想放
弃之后又挣扎着继续的瞬间，会让你记
忆犹新一辈子。”这是郑钧月在“巨人之
旅”完赛后说的一段话，或许这就是她一
直在路上奔跑的原因。

因为是不间断比赛，选手必须自己
导航，还要背着水和食物，以及睡袋、保
暖衣、头灯、医疗包等必需物资，负重大
概七八公斤。

绝大部分时间里，郑钧月都是一个
人穿行在茫茫戈壁滩上，即便是夜间也
不能停下脚步。

受狼群影响，原本领先的郑钧月被
南非女选手反超。“最后200公里我一直
处于追赶状态，基本上都是靠压缩自己
的睡眠时间。”郑钧月回忆说，在整个比
赛过程中，除了有个1小时的完整睡眠，

其他都是15分钟、10分钟这种零碎的休
息，“加起来大约有两个小时左右。”

开赛的第三个晚上，郑钧月迷路
了。“那是个涉水路段，原计划是白天通
过，因为折返耽误了时间，到达那里已是
晚上了。虽然有头灯，但视线还是不好，
参照物也不好找，就一直迷路。”郑钧月
说，迷路加上担心输掉比赛，她第一次感
到了心慌，7个小时只走了21公里，远低
于她的平均速度。“我干脆停下来，睡了1
个小时，重新整装后再出发。”说到这，她
还补了一句，“大漠的星空，真的好美。”

重新出发的郑钧月加快了脚步。“就
算我比对手晚到5个小时，因为总成绩会
扣除耽误的7个小时，我还是冠军，但在
中国比赛，我不想在外籍选手后面第二
个冲线。”来到最后一个打卡点，南非女
选手受体力影响选择了休息，而原计划
也该休息的郑钧月却选择了继续前进。

“我真的是拼尽全力了，吃饭都是在
行进中完成的，最后拼到腿抽筋，完赛后
几乎都不能走路了。”最终，郑钧月以79

小时43分19秒的成绩，第一个冲过终点。
在此之前，该项目女子最好成绩是

95小时，中国女选手的最好成绩是107小
时。“算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吧。”完赛后
的郑钧月非常激动，她原本准备了用来
冲线的木兰服，但却没来得及换。“我也
要感谢对手，在和她的极限比拼中，才能
把我的成绩提高到80小时以内，感谢伟
大的对手。”她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周翼

全程仅休息2个小时 曾在夜间迷路

成为该项目首位跑进80小时的女选手

线路上出现狼群 折返后耽误7个小时

曾两次获得成都超百公里越野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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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网友称为“现代花木
兰”的郑钧月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