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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勇敢的
“失败者”

点赞
事业有成、家

庭美满，一切顺风
顺水，罗志名的过
往，自然够得上成
功者的标准。三
年 打 拼 ，角 色 换
位，如今却被贴上
了失败者的标签。

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浪潮
中，人们往往瞩目
那些挺立潮头的
成功者。其实，相
较于成功的经验，
失败的教训更弥
足珍贵。

芦笋是恩阳
区的主导产业，恩
阳也志在打造“中
国芦笋之乡”，这
正是罗志明返乡
创业的吸引力所
在。为数众多的
芦笋专合社里，成
功者不在少数，自
然也有失败者，只
是罗志名败得太
惨、代价太大。他
也自嘲，自己的教
训，为其他创业者
省下了一大笔学
费。

浪潮过后，罗
志名没有躺在原
地，而是挣扎着重
新站了起来，即便
家庭发生变故，也
未能击垮他。他
温和的外表之下，
有一颗坚强的心，
支撑其继续前行
的 ，是 创 业 的 梦
想。罗志名喜欢
看看周星驰的电
影，“只要梦想不
灭，我就是打不死
的小强”。

充分自省，找
准问题，各方扶助
之下，罗志名如今
再出发。胜败兵
家事不期，卷土重
来未可知。我们
为罗志名这样的

“失败者”点赞，也
相信他的梦想之
花一定能在家乡
土地上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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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大学生回村创业亏损百万
众人助他渡过难关

村民：工资可以先欠着 政府部门：将对其进行重点帮扶

冉宏伟 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谢颖
摄影报道

田埂上，火红的
玫瑰花在风中摇曳；
田间，一个着白色T
恤的小伙子，蹲在一
群上了岁数的村民
中间，有说有笑，把
一颗颗芦笋种子摁
进营养土里。

“别看他年轻，
他的故事多着呢。”
村民们忙着手头的
活儿，不忘打趣这
位给他们开工资的
年轻老板。

年轻人叫罗志
名，今年36岁，是巴
中市恩阳区玉山镇的
一位芦笋种植业主。

读过大学、家境
殷实，有一份体面的
工作和青梅竹马的
妻子，在村里，罗志
明是令人称羡的“成
功者”。三年前，他
投身创业大潮，结果
一切全部归零：六十
多万元的家底被掏
空，银行债务缠身，
妻子也弃他而去。

“原因有很多，
但管理不精细是主
因。”罗志名总结后
得出结论。

一夜之间，仿佛从
天堂堕入地狱，但村
里人看到的罗志名，
每天依旧笑呵呵的。

田埂种花，田间
种芦笋，利用紧邻高
速公路的优势，发展
乡村旅游，这是罗志
名当初勾画的创业
蓝图。虽然刚刚经
历了巨大的人生反
转，但他坚信自己能
够实现逆转。

4月18日，恩阳
区芦笋办免费为他
提供的40万颗芦笋
种子全部下地，一同
种下的，还有罗志名
东山再起的梦想。

罗志名家住玉山镇先锋村，是
家中独子。从成都理工大学毕业
后，先后辗转成都、北京，一直在IT
企业工作，收入不错，同样大学毕业
的妻子，是青梅竹马的玩伴，父母多
年前就到玉山街道经营百货店，家
境还算殷实。

2013 年底，罗志名突然回到先
锋村，在村里流转土地300余亩，要
种植芦笋和中药材。一个年纪轻轻
的大学生，放着体面的工作不干，要
回来种土地，村里好多人都很纳闷。

“在大城市，无论超市还是餐馆，芦
笋都抢手得很。恩阳有多年的芦笋
种植历史，产品在全国都很有名。”
罗志名向父亲解释自己回乡创业的
理由。

说干就干，砍掉齐腰深的荒草，
荒坡变良田，2014年3月育苗，8月，

近 140 亩地全部种上了芦笋幼苗，
其余土地种上中药材，田埂上的杂
树全部砍去，栽上了玫瑰等花卉。
巴广渝高速公路（巴中-广安-重庆）
从玉山镇穿过，罗志名的产业园紧
邻玉山出口，到巴中城区和恩阳城
区分别只有半小时车程。芦笋满园
花满山，再开一家农家乐，这是罗志
明理想中的事业蓝图。

2016 年 4 月，芦笋进入收获时
节，截至当年10月，卖了将近20万
元。芦笋下地，第三年开始采割，可
以连续收获七八年。第一季谈不上
丰收，但基本达到了预期，彼时，恩
阳区引进了芦笋深加工生产线，各
种利好让罗志名信心满满，他计划
再次流转土地大干一场。
2017年4月，到了第二个收获季，罗
志名吃惊地发现，出产的芦笋品相

远不及第一年，自然卖不上好价钱，
加上卖玫瑰花等，当年的收入不足
10万元。

恩阳区的农技专家和芦笋种植
专家到田间集体会诊，最终找到了
病因。田间排水沟挖得不够标准，
导致排水不畅，所用的牛粪等肥料
未能充分发酵，两方面的因素致使
芦笋的根部腐烂，也就是俗称的“根
腐病”。

至此，算上父子俩的60万元积
蓄，和2016年从银行获得的数十万
元贷款，罗志名总计往土地里砸了
100多万元。

首次创业却挨了当头一棒，事
业的惨败蔓延到了家庭。2017年8
月，妻子不堪各方压力离他而去。
罗志名的人生，经历了从“成功者”
到“失败者”的戏剧性反转。

61 岁的老父亲并没过多责怪，
只希望他改弦易辙。朋友也好言相
劝：“土地里能刨出啥名堂嘛！”罗志
名认真思考了好几个晚上，他也曾
动过念头，从土地抽身，重新外出打
工，大不过再辛苦几年，也就能把债
务还了。

但他迅速否定了这一想法。
回过头来看，创业的方向和思

路都没有问题，所选择的产业，市场
前景也不用怀疑，如果管理的短板
得以补强，成功应该不会太遥远。
关于家庭破裂，他也全部归咎于自
身，“我长年在外跑，对家庭照顾不
到，所以她离开我，事业失败并不是
主要原因。”

短暂的犹豫后，罗志名重新回
到田间地头。在村民们面前，罗志
明依旧乐呵呵的。

在恩阳区芦笋产业发展办公室
的专家指导下，过去的芦笋苗被连
根拔掉，所有土地重新翻耕，撒了石
灰消毒，以彻底去除病根，排水沟严
格按标准开挖。芦笋办为他免费提

供了 200 亩地的全新种子，为防止
种苗的根系受损，采用了营养土育
苗的最新技术。

村里缺乏劳动力，时令又不等
人，罗志名内心焦灼。从没干过农活
的他撸起袖子，成天蹲在地里培育种
苗，老父亲帮着配制营养土。让他欣
慰的是，凡是在家的乡亲，都过来帮他
赶工。

“这个娃娃，我们是看着他长大
的，走到今天这一步，实在不容易。”
72岁的刘德厚说。

另一位村民小声告诉记者，“老
花（罗的乳名）以前从不欠工钱的，
现在欠我们几个月了，大家都晓得
他手头紧。这个娃娃诚恳，做事踏
实，遇到其他人，可能早就甩手不干
了，他有这个决心确实不简单，我们
都指望他，工资欠着不要紧，也想帮
他一起渡过难关。”

4 月 19 日中午，恩阳区芦笋产
业发展办公室技术股股长龙腾甫专
程前往罗名志的园区。龙股长表示，
芦笋办将对其进行重点扶持，首先免

费给他提供全新的优质种子，接下
来，帮助他申请扶贫贷款，同时协调
相关的补贴资金尽快到位，解决资金
方面的燃眉之急。将来，芦笋办还要
派专家全程做技术指导，希望通过一
对一的帮扶，助他尽快挺过难关。

乡亲们的信任，来自政府部门
的支持，为罗志名注入了重新起跑
的动力。

“等一段时间，种苗就能下地
了，明年这个时候，就可以收割”，新
品种的成材周期大大缩短了，产量
和品质也有较大提升，罗志名算了
一笔账，按亩产一千斤计算，200亩
芦笋可以收入100万元，110亩黄精

（中药材）预计2019年投产，可实现
收入300余万元。

“现在想啥也没用，退路都断了，
只有往前冲。”罗志名清楚，自己在某
些人眼中，就是一位典型的失败者 ，
一个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铁脑壳”，
但他坚信，自己有能力实现人生的逆
转，在实现创业梦的同时，“用事实击
碎‘搞农业没前途’的说法”。

罗志名在田间和村民一起培育种苗。

配制营养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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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新 出 发 “相信能够实现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