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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日清晨，在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

浩民养殖场上班的何

寨街道村民陆续走进

厂区，经过一系列消杀

防护，在兔舍中开启了

一天的忙碌工作。

“这几天正是种

兔产完兔仔需要精心

照顾的关键阶段，大

家伙儿都忙着伺候兔

子‘月子’呢！”浩民养

殖场负责人付红伟介

绍，养殖场除了常见

的伊拉、伊高乐、大耳

白等肉兔类品种，还

有荷兰侏儒兔、迷你

垂耳兔、熊猫兔、花巨

兔等宠物兔品种。

“每只种兔平均每

45天就可以产下10只

左右的幼兔，幼兔出生

65天至70天后能长到

4斤半至5斤半，就可

以出栏了。”讲起这些

日日挂心的兔子时，付

红伟有说不完的话。

“以前，肉兔都是散养的，集中养殖能

更好地控制成本，增加收益。”自幼就喜欢

饲养动物的付红伟，瞅准了兔子繁殖能力

强、养殖周期短、产业见效快、市场好的特

点，也希望用自己的爱好实现更多的价值。

2019年10月，付红伟投入500多万

元建设现代化、规模化养殖场，成了村民

眼中的“兔子哥”。

“目前，养殖场占地75亩，有兔舍13

栋、种兔6000只，年出栏量达40万只，按

照现在每斤11元的市场价，收益可观。”

付红伟说，现代化养殖场建成后，已发展

为集肉兔养殖与销售、种兔生产与经营、

饲料生产与销售，及技术服务提供为一体

的综合性农牧企业，产值在500万元左

右，常年固定用工20多人，带动周边地区

群众务工致富。

如今，在“兔子哥”付红伟的带动下，

小小的兔子养殖产业逐渐成为当地主打

产业。据了解，2022年，养殖场每月兔子

的销售量大约有15000只，全年帮助村民

代销肉兔约10000只，还远销至四川、重

庆、广东等地。

规模化养殖不仅降低了养殖成本，更

让付红伟尝到了科学养殖带来的甜头。

走进养殖场内，环境控制系统、污水处理

系统、生物肥发酵池无不让人耳目一新。

“兔粪含有丰富的氮、磷、钾，以及多

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是用作有机肥料的

优质选择。但过去兔粪处理一直是肉兔

养殖的一个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付

红伟成立了西安三民农业循环发展有限

公司，建起50亩的蔬菜大棚基地，发展绿

色生态循环农业产业链综合项目，将兔粪

集中收集，进行无害化加工处理，为蔬菜

等种植业发展提供有机肥料。

“芥蓝苗每斤8元、冰草每斤6.5元

……现在养殖场不仅肉兔供不应求，蔬菜

基地也因为施用兔粪有机肥，生产的优质

蔬菜得到了市场和消费者的认可。”付红

伟介绍，养殖场每天产生的兔粪“原材料”

除了供蔬菜基地发酵使用，多余的还由有

机肥厂上门收购，每天额外增加了1000

多元的收入。兔粪变废为宝，实现了兔粪

的资源化和减量化，也作为天然有机肥为

蔬菜种植提供了质量保障。

（张哲浩 李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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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隐隐，树木掩映，新

春时节，从山西省吕梁市离

石区信义镇穿镇而过到严

村，只见一座座房屋错落有

致，一条条硬化道路纵横交

错，老人锻炼，小孩嬉戏……

处处感受到乡村振兴带来的

巨大变化。

村民王海荣依然在自己

家的羊肚菌种植大棚内忙碌

着，“这羊肚菌，冬季赶着种

下，新春里就长出来了，生长

快着哩！”面对笔者，王海荣

喜滋滋地说。

羊肚菌属于高端食用

菌，品质细嫩鲜美，富含蛋白

质、维生素、氨基酸等20多种

营养元素。人工栽种羊肚

菌，具有种植周期短、效益高

等特点，引进离石不久，就受

到消费者的喜爱。

王海荣一边整理大棚，

一边向笔者介绍：“种植羊肚

菌，利用的是冬闲时大棚闲

置土地。羊肚菌收获之后，

还可在大棚里种植其他蔬

菜。”正是这样的交错种植，

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提高大

棚产出率，实现错时经营，双

向受益。

“俺培育的羊肚菌，最高

产量能达到每亩15公斤。去

年，俺的羊肚菌一共收获400

公斤上下，收入达到4万元左

右。”王海荣自豪地说，“赶春

暖花开时你们再来看吧，羊

肚菌破土而出，那长势真是

喜人，好看着哩！”

老骥伏枥志不移。下一

步，王海荣将进一步扩大种

植规模，更加科学有效种植

羊肚菌，争取把羊肚菌打造

成致富增收新型特色产业。

（梁瑜）

朵朵羊肚菌 种出“大钱景”

经过了腊月霜打，当前

甘蔗的水分最足，甜度也积

累到最好。1月29日，四川

省广汉市小汉镇峰昌村，收

割机和收料斗车开足马力在

甘蔗地里来回穿梭。而在加

工厂内，热气升腾，蔗香扑

鼻，熬糖正忙。

广汉市蔗林人家家庭农

场负责人邹振富告诉记者，

村里至今保留着古法工艺制

红糖的传统，已有上百年历

史，目前入选了广汉市第四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

他家的蔗糖（红糖）传统制作

技艺，师承于清朝末年的制

糖匠人黄述培老先生，后经

由胡大兴、邹章海，到他这里

已是第四代了。

如今，邹振富有着一老

一新两个制糖加工厂，老厂

为古法制糖，代表着传统和

情怀；新厂引进了加工流水

线，通过现代化的方式生产

更优质的蔗糖（红糖）。

出锅、冷却、倒模……随

着红糖成型，一块块砖块大

小的红褐色红糖原料出现在

记者眼前。“是不是有点像巧

克力？”邹振富告诉记者，红

糖原料也有着“东方巧克力”

之称。

在新加工厂内，玫瑰味、

姜丝味、原味的小块红方糖

正包裹在精

致的包装中

从流水线上

“ 奔 跑 ”下

来，这些红糖

即将通过线

上线下的销

售方式，进入

消费者的生

活。邹振富

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每亩甘蔗的租地、

农资投入、人工等成本在

3000元左右，而每亩甘蔗可

种出1万公斤左右的甘蔗。

按照今年 0.8 元/公斤鲜蔗

的价格，每亩收益在8000元

左右，扣除成本，纯利润为

5000元左右。若按制糖算，

每亩甘蔗可制红糖 300-

350公斤，按照30元每公斤

的价格，每亩利润高于鲜蔗

销售。（据《四川农村日报》）

1月9日，在河南省鲁山

县张店乡白庄村的一家养

猪场，种猪区内，数百头原

种长白、大白、杜洛克公母

猪膘肥体壮；母猪区内，一

窝窝小猪仔在欢快地吃奶；

商品猪区内，上千头大白猪

刚刚吃过食，躺在“单人间”

内“蒙头大睡”。

今年38岁的猪场负责人

张富财，大学毕业后，在一家

不错的事业单位工作，2018

年辞职正式接手父亲的养猪

场。在张富财的现代化经营

管理下，养猪场规模不断扩

大，目前他名下已有4个养殖

公司，年销售种猪 2000 余

头，出栏商品猪30000余头，

产值达8000余万元。

目前，猪场拥有自己的

实验室，优中选优，培养出二

元杂交种猪，这些种猪一只

母猪一窝能产活崽 15-20

头，一年平均能产2.2窝，在

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种猪

甚至销到了上海和广州的大

型养猪场。由于品种优良，

加上现代化、工厂化的管理，

猪场的三元商品猪也个个体

形丰满、瘦肉率高，深受南方

一、二线城市市场的欢迎，销

路不愁。 （乔新强 刘铠）

80后白领回乡当“猪倌”

一块“东方巧克力”背后的致富经

小小红薯蕴含大产业

在四川省红薯种植大县

资阳市安岳县，当地正在红

薯根、茎、叶上下功夫，推动

传统种植业发展。2022 年，

红薯种植面积40多万亩、产

量60多万吨。

发展红薯产业首先要种出

好红薯。在安岳县周礼镇海棠

村一个生产基地里，十几个标

准化种薯育种大棚依次排列。

“从苗上就要把关，才能

给农户提供优质种苗。”四川

省尤特薯品开发有限公司总

经理张世荣介绍，育苗基地

与南充市农科院甘薯所的专

家合作，优化栽种方式、控制

红薯生长时间，培育的脱毒

苗比普通薯苗增产26%。目

前，这里1亩大棚育出来的种

苗可以移栽大田 50亩。

“这是自主培育的‘尤特

香薯’。”张世荣拿起一串看

起来略小的红薯，“别看个头

小，但吃起来香甜、软糯、无

筋。”目前，在安岳县种植“尤

特香薯”的有机认证基地有

1560亩，通过订单式生产，销

往很多城市。

“红薯杆杆不要扔了，我

们要收，可以卖钱。”每到红

薯收获季节，红薯梗就成了

张世荣眼里的“宝贝”。

在安岳，以前村民们收

获红薯后，红薯梗基本上直

接扔掉，现在竟然一斤能卖

五六毛钱。经过杀青、晾晒、

烘干等程序后，不起眼的红

薯梗可被用来做泡菜或和其

他食材一起炖着吃。

除了红薯梗被充分利

用，在安岳红薯也“变身”为

红薯淀粉、红薯面条、红薯

酒、薯片、酸辣粉……

“这是我们卖得最火的

产品，吃火锅可少不了它。”

四川薯霸食品有限公司负责

人蒋运芳拿出一包水晶川

粉，这是去年他们给国内一

火锅食材供应商专门研发的

新品。“煮熟后，和普通川粉

比起来，更薄、更透亮，深受

食客喜欢。”（张海磊 冯家顺）

在红薯根、茎、叶上下功夫，推动传统种植业发展

位于周礼镇海棠村的标准化种薯育种大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