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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海庭現年69歲，1947年出生在平山縣東冶村一個貧
苦農民家中，幼時父母年邁多病，還有三個弟弟。在

人人都羨慕萬元戶的年代，老范的身家已是千萬（人民
幣，下同）。
他從事養鱉事業源於內地的改革開放。1987年，他用一
個廢磚窯和28畝土地作場地開始了養殖，然而，迎接他的
卻是種種困難和挫折。

黑暗中的探索
在談及創業初期的困難時，范海庭對記者說：「甲魚看
着皮實，養起來卻發現很難。」他對其生長規律、生活習
性幾乎一無所知。由於技術跟不上，買回來的2,000隻種鱉

沒過多久就死了400隻，他一下子就虧損了7,000多元，心
疼得直掉眼淚。
但范海庭沒有就此動搖養鱉的信心。1989年4月，他又

籌集了十幾萬元購買種鱉，可瞬息萬變的市場又讓他吃了
虧，市場上0.6公斤重的鱉賣20元竟無人問津。
「范海庭養鱉賠了。」村裡各種議論紛紛而至。老范家
本來開着磚廠，生活已經很富裕。而老范養了3年鱉，不
僅把家裡幾年的積蓄和所有值錢的家當都賠進去了，而且
還債台高築。

借勢馬家軍 價格一飛衝天
不灰心的老范繼續加大投入，結果轉年市場行情大幅回

升，市場上鱉的價格上漲了十幾倍。一下子，范海庭就賺
了近2,000萬元。
而在九十年代，馬家軍異軍突起，中國姑娘以驚人的速

度在田徑場上連續刷新中長跑世界紀錄以後，王軍霞、曲
雲霞、張林麗、張麗榮、馬艷麗以及她們的教練成了熱點
人物，外國記者更是窮追不捨，四處打探馬家軍成功的秘
密武器。有探秘者透露，馬家軍靠吃鱉而奪魁，一下子
「吃鱉能長飛毛腿」家喻戶曉，使鱉成了保健品市場的寵
兒、饋贈親友的佳品。

精研養鱉技術 無私奉獻秘訣
范海庭回憶起那段黃金時光興奮地說，當時一斤鱉的價

格能達380元。毫不誇張地說，去養鱉廠撈一大袋鱉就是
一萬塊錢。在取得豐厚利潤回報的同時，老范還精研養鱉
技術。為了控制溫度他還發明了塑料大棚養鱉法，用太陽
能和取暖鍋爐提高棚內溫度，使甲魚生產期延長了3個
月，成活率提高到85%，開創了養鱉的先河，也填補了中
國甲魚養殖史上的一項技術空白。
老范坦誠地對記者說，他的技術並非不傳之秘。記者了
解到，他養鱉獲得大成功後，人民日報、科技日報等主流
媒體爭相前來報道，消息傳遍了全中國及東南亞、日本、
韓國等地，到此學習養殖、購買甲魚的人絡繹不絕，范海
庭也成了遠近聞名的大富翁。為使養鱉戶少走彎路，他無
私地把這項技術傳給他人，使內地甲魚養殖業得到了蓬勃
發展。

在創造了財富故事後，各項名譽也接踵
而來，老范也成了全國勞動模範，央視還
播了以他為原型的連續劇《野河畔的男子
漢》。
范海庭可謂富甲一方，這位土生土長的

泥腿子企業家還要做村中致富領路人。許
多親朋好友紛紛勸他，「你現在這麼富，
就適可而止吧，何必再受那個罪呢？」但
范海庭看來，事業是無止境的，他說：
「東冶村離不開我，我要讓鄉親們也都富
裕起來。」
1996年秋，范海庭到天津寶坻縣地熱廠

傳授養鱉技術時，對方為感謝他，請他去
清東陵參觀。他從附近的農民口中了解
到，當地依托東陵的旅遊資源帶動了經濟

發展。這對他很有啟發：我們那裡有山有
水，為什麼不能依托現有資源吃旅遊飯
呢？於是，為慶香港回歸，回到平山後，
他就開始籌建「東方巨龜苑」。

擬造海底世界 曾遭村民嘲笑
老范的設想是：建一個總長248米、深8

米，起着保溫作用、冬暖夏涼的海底世
界。幾天後，這個消息傳遍東冶村。東冶
村緊鄰太行山脈，是河北省比較貧困的地
區，全村兩千多人，世代靠種玉米、大豆
維持生活。一時間，村民們把老范的夢想
當成笑話來消磨：他是不是犯了神經病
啊，他有那麼多資金嗎？咱農村這麼偏僻
的地方，就是建起來了有人來看嗎？
在建設海底世界時由於施工上的問題，

試水失敗，直接經濟損失400餘萬元。這
時，許多親友都勸他：「你雖然有幾千萬
的家產，也經不住這樣的折騰，還是別建
了吧！」范海庭還是那句話：「不行，幹
事業怎麼能半途而廢。」
最終，老范還是成功了，他的海底世界

也被全國的一些景點複製。

斥資數億元 建華夏歷史園林
現在他的景區濃縮了兩個世界之最，六

個中國第一，包括了紅、綠、古、新等多
種元素，被稱為「山中海世界，石上萬卷
書」。全國人大原副委員長費孝通曾參觀
後親筆題贈「東方巨龜苑」。
在東冶村，沿着一條蜿蜒的綠色葡萄長

廊而行，長達5,000米的漢白玉浮雕呈現在
面前。從原始社會到神舟飛船，幾千年華
夏歷史濃縮成的一幅幅畫面，一塊塊用刻
刀述說着中華民族的盛衰興亡，人們的心
情隨歷史一起沉浮。這座華夏歷史園林是
范海庭斥資數億元，花了近3年時間修建
的東方巨龜苑的一部分。
邊遠的鄉村，淳樸的民風，田園式的生

活，一旦注入新的信息，就會發生翻天覆
地的變化。採摘、漂流、摸河蚌，生態旅
遊的開發讓東冶的村民們也嘗到了甜頭，
現在全村有200多人跟着范海庭幹上了旅
遊，每人平均月收入大幅上升。

遊東方巨龜苑、觀農民大手筆，如今已成為眾
多遊客來東方巨龜苑觀光的動機之一。范海庭的
「為中國農民爭一口氣，為中國農民壯一次膽，
讓中國農民自豪一次」的誓言終於變成了現實。
從某種程度上說，范海庭是中國農民企業家的

範本，生長在農村，家境貧寒，沒有文化，但憑
借自己的膽識和智慧創出了一條成功之路。但更
可貴的是，范海庭一直為他的愛國情懷而奉獻。

濃縮文明歷史
說到華夏歷史園林，那可是老范最得意之作。

華夏歷史生態園林佔地 2,000 餘畝，以千米葡萄
長廊為中軸線貫穿21個華夏歷史王朝及現在的
新中國，用千米漢白玉歷史浮雕、萬行史詩及
600 餘尊歷史人物雕像立體展示中華五千年歷
史，聞名遐邇的石雕文化傑作——「世紀龍亭」
就位於其中，有「當代中國農家第一園林」之
稱。
進景區華夏歷史生態園林，眼前的一切更讓我

們為之震撼。兩塊中國地圖碑記雄偉壯觀，讓人
絕對想不到這是一個農民的傑作。園林以一條
2,000米長的蔬菜瓜果青龍為中軸長廊，用2,000

米歷史浮雕依次貫穿中國上下歷史21個王朝及
現在的新中國。黃堯舜禹夏商周，春秋戰國亂悠
悠，秦漢三國晉統一，南朝北朝是對頭，隋唐五
代又是國，宋元明清帝王休，中華民國改帝制，
蔣家王朝到了頭，新中國成立半世紀，國泰民安
樂悠悠。而象徵各個王朝風貌的古建築，600多
尊人物雕像，萬行史詩和千米畫卷，濃縮了中華
五千年文明史的精華，是一部翔實的中國歷史
「通書」。

將刻閱兵盛況
在談及不久前舉辦的大閱兵，范海庭無比激

動，他對中國現在國力的強大感到無比的自豪。
他說，有一位老人帶着外孫在閱兵那天專門來學
習中國歷史，閱兵後又來了一次，自己看到祖國
的未來到這裡學習歷史非常欣慰，他就覺得這個
園林還要在浮雕上刻閱兵的盛況，以紀念這個偉
大的時刻，今年就要動工修建。
范海庭說，不讀萬年之事，難曉今日之恩。唐

朝的絲綢之路搞活了中國經濟造福着世界人民，
港澳回歸證明國富，民族富強偉人英明，建設華
夏歷史園林獻給世紀後人。它時刻警醒我們：只
有了解中國的昨天才能珍惜來之不易的今天，激
勵着一代代後人去建設更加美好的明天。

范海庭養鱉愛鱉，幾乎到了如醉如癡的程度。談起鱉來，他頭頭是
道。
鱉又稱甲魚、團魚，牠的營養價值受到世人公認，是水產品之珍品、

高檔酒宴之佳餚，是深受人們歡迎和喜愛的食品。
中國食用甲魚的歷史最早可見於《詩經》「堡鱉臉鯉」的記載。而被

譽為中國歷史上最奢侈的一頓飯，唐代燒尾宴上就有以羊油、鴨蛋配製
的「遍地錦裝鱉」。

鱉渾身都是寶，鱉的
頭、甲、骨、肉、卵、
膽、脂肪均可入藥。藥
學著作《名醫別錄》中
稱鱉肉有補中益氣之功
效。據《本草綱目》記
載，鱉肉有滋陰補腎、
清熱消淤、健脾健胃等
多種功效。

東方巨龜苑位於河北省平山縣東南部，太行偎依，冶河
環繞。景區總面積6平方公里，水域面積3平方公里，景區
包含有萬噸巨龜和跨世紀獻禮牌樓兩項吉尼斯世界紀錄，
有紅、綠、古、新景點81處。

目前這裡已形成了集旅遊觀光度假、水上參與休閒、生態農業養殖、
愛國科普教育及健康美食娛樂等為一體的大型綜合性旅遊區，先後被評
為國家AAAA級景區、首批全國農業旅遊示範點、河北省科普示範基
地、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河北十佳工農業旅遊景區、代表河北旅遊的30
張名片等，吸引了大量中外遊客。

個頭不高，身材消瘦，頭髮花白，皮膚黝黑，皺紋堆

疊、笑容憨厚，一身舊衣服，鞋上還滿是泥巴。這是典

型的一輩子辛苦勞作的山區貧苦莊稼漢形象。但是，當

此種形象是一個億萬富翁時，他就成為了人們關注的焦

點。他就是被譽為「養鱉大王」的河北省平山縣東冶村

東方巨龜苑董事長范海庭。他從不自稱董事長而稱自己

是個普通農民，農民的頭銜讓他驕傲。日前，本報記者

專程前往東冶村，採訪這位改革傳奇人物身上的故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帆、任一龍 河北平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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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鱉是一種理想的益陰佳品。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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