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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揣创业梦想，袁延杰于2018年从北京
返回家乡寒亭区，全身心投入到葡萄种植
中，种出的“阳光玫瑰”葡萄销往北京、
上海等城市，同时开辟国外市场，带领家
乡父老在致富大道上铿锵前行。6月25日，
记者走进位于寒亭区固堤街道的山东京琪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葡萄种植基地，听取袁
延杰返乡创业的故事。

　　日前，记者走进袁延杰的葡萄种植基地，一座座大
棚鳞次栉比，一行行葡萄架整齐排列，一株株葡萄藤郁
郁葱葱，茂密的藤叶间一串串翠绿的葡萄缀满枝头。
　　“我们大棚里种植的是‘阳光玫瑰’葡萄，和普通
品种相比，它的口感香甜、品相美观，深受消费者喜
爱。”袁延杰说，“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预计能收75
万公斤‘阳光玫瑰’葡萄。”
  丰收背后少不了袁延杰辛勤的劳作与付出的汗水。
从2月份覆膜开始，葡萄管理进入忙季。4月、5月、6月
三个月份最忙碌，袁延杰每天带着工人修剪枝条、上架
整理、疏果，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虽然累，但是看
着芝麻粒大的葡萄慢慢长大，想象着丰收的场景，他身
上总有使不完的劲。
　　袁延杰告诉记者，2018年，他辞去北京安稳的工
作，回到家乡寒亭区开启了创业之路。创业之初，他
通过政府融资平台解决了资金难题，同时与山东省农
业科学院、山东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合作，积极推动
新品种引进及新栽培模式推广、新生产管理技术示范
等，从日本引进绿晴王葡萄品种，结合本地特色进行
试种栽培，园区种植面积从最初的330亩逐渐发展到
1300余亩。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晓杰

“阳光玫瑰”葡萄今年丰收在望

为父老乡亲带去“阳光美好”

　　袁延杰原本对农业种植一窍不通，他从零开始，
走出去学习种植技术，请专家到田间地头手把手教
授。慢慢地，他成长为种植的行家里手，种出的“阳
光玫瑰”葡萄品相好、口感佳，深受客户青睐。“发
展高效农业不要大而全，要发扬匠心精神，脚踏实
地，把单一产品做到极致、做成精品，才能打响品
牌。”袁延杰说，在提高品质的同时，他注册了“十
月阳光”商标。
　　种出好葡萄，销往哪里去？能否卖上价？“我们采
取了多渠道销售方式，让葡萄卖得上价，让更多人吃上
我们的葡萄。”袁延杰说，如今，他们和北京、上海、
广州等地的知名商超、水果市场等形成稳定合作关系，
并将葡萄出口到东南亚国家。
　　有思路，有魄力，有胆量，有情怀……袁延杰在家
乡的土地大显身手，用他的新管理模式、新运营理念，
丰富并拓展了家乡的经济业态，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如今的袁延杰，已是远近闻名的种植能手和致富带
头人，但他并不满足于眼前的一切。他表示，自己的梦
想就是带领家乡父老一起种好葡萄、打响寒亭果蔬品
牌。“目前，我又流转了2000多亩土地，我会继续引进
新品种，为父老乡亲带去‘阳光美好’。”袁延杰自信
满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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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奎文区北海路街道圣疃巷，43岁的
郭银哲经营着一家不足40平方米的“纯手
工家纺”店。这样的纯手工加工棉被的老
店，现今已经为数不多。19年来，郭银哲
坚守匠心，用一针一线缝制出一床床棉
被，暖身又暖心。日前，记者听郭银哲讲
述他的“守艺”故事。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晓杰

　　6月29日，记者走进郭银哲的“纯手工家纺”店，
映入眼帘的是墙上挂着的各种花色的布料，一边是缝纫
机，地上堆满了白花花的棉絮，几床崭新的棉被套整齐
地摆放在旁边桌上。店内，郭银哲正在为顾客缝制一床
新的棉被。
　　从学徒成长为颇有名气的棉被手艺人，郭银哲用了
近20年时间。“父亲是一名弹棉匠，我这门手艺传自父
亲。”郭银哲说，学艺的过程很苦，父亲要求十分严
格，稍有差池棉被就要重新做。做手艺活，手受伤是家
常便饭。郭银哲指着手上的伤痕回忆道：“这个伤痕是
当年当学徒时留下的。现在我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
心，这门技艺只有学得精，才能干得精。”
　　“这是一个耗时费力、枯燥乏味的工作，跟练武一
样，讲究身稳、腰稳、手稳，才能弹出一床好棉被。”
郭银哲对记者说，加工一床棉被，需要敲弹几千下，利
用弹弦的震动将棉花纤维打开，再进行敲弹。而后，用
无数根纱线固定，最终经过打磨和缝制，历经两个多小
时才能完成。
　　传承老手艺，最美是匠心。“棉被加工得好不好，
关键要看弹出的棉花内胆是否均匀、四边是否平直。而
棉被要想用着舒服，中间区域一定要厚一些，两边薄一
些，这个坡度是否平缓是棉被加工得好坏的关键所
在。”郭银哲说，做棉被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每一道工
序都关系到棉被是否紧实、暖和，所以每一道工序他都
会认真处理。正是因为这份严谨，每天到他店里来翻新
棉被、加工新棉被的顾客特别多。

与弹棉花为伴近20年

传承老手艺，求精求真

　　随着时代的发展，弹棉花做棉被已经实现机械化，
但在郭银哲看来，用机器制作的棉被总是缺少一丝情
感。“手工缝制的棉被，一针一线中饱含着更多温情，
我希望可以在穿针引线的缝制中传递爱与温暖。”郭银
哲说。
　　测量、剪裁、缝纫、加工……郭银哲从早忙到晚，
几乎天天如此，一年能做2000多床棉被。
　　“布料要选好的，棉花分量要足，来的都是回头
客，咱可不能骗人。”郭银哲说，为了跟上时代的发展
和人们审美的变化，他经常参加各类展会选购布料，力
求用最好的布料做最暖心的棉被。
　　如今，郭银哲的店里不仅承接婚庆用品和喜被定
制，日常家居的床上用品、窗帘等也一应俱全。
　　一床棉花被，一颗匠人心。“我希望不断提升自己
的技艺，用最精湛的技术缝制出最好的棉被，也希望更
多人了解我们这门老手艺。”郭银哲远离喧嚣，在自己
的世界里，慢慢打磨技艺，在一针一线里坚守“择一
事，终一生”的匠心。

站在果实累累的葡萄架下，袁延杰一脸欣喜。 郭银哲正为新被封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