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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养牛市场竞争激烈，旌旗猎猎，阵鼓隆隆。在黔地，同样牛
声哞哞的养牛阵营，似乎更像中国养牛业的大后方，也在进行着一场
养牛“大比拼”。

而位于贵州省仁怀市长岗镇蔺田村的和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凭
借“酱香牛”横空出世，在资本运营、营销策略、品牌口碑等方面“追赶
超越”，成为行业里的一股“清流”。

该公司的“大当家”杨会乾，则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农业情怀
企业家”。他放下教鞭、拿起牛鞭，成功实现了从讲台到牛舍、从教师
到“头雁”的成功“跨界”，用智慧把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养牛场，带成了
联农带农、绿色发展的“头雁”企业，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牛动力”，
演绎着一曲动听“田园牧歌”。

杨会乾杨会乾：：俯首甘为俯首甘为““孺子牛孺子牛””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王婕

蔺田村肉牛养殖户杨松，是村里的养殖
大户，得益于杨会乾的带动，从最开始的养殖
两三头牛发展到如今的11头牛。除自己饲养
的肉牛以外，他每年还会从养殖场领牛饲养。

“我们以前养殖的本地牛，长势比较慢，
在养殖场的带动下，我到养殖场领养纯种西
门塔尔牛，牛还有保险，我们养着也放心。”
杨松很欣喜能有“能人”带领自己走上养牛
致富路。

“我为什么要放下教鞭？主要是要‘带着
农民干、帮着农民赚’，共同发家致富。”杨会
乾说。

因杨会乾突出的产业带头和联农带农成
绩，他被推荐为贵州省2023乡村产业带头人

“头雁”班学员，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参加培
训学习。“努力学习是为了摆脱家乡的贫困，
而不是摆脱贫困的家乡。”通过参加“头雁”培
训，杨会乾了解了更为科学的养殖方法，也使
他的思想认知与经营理念发生了改变。

他时常会深入各养殖户家与他们沟通交
流，只要群众在养牛技术上遇到了难题，他便
会上门为他们“把脉问诊”。除技术服务外，
杨会乾还通过“托管代养”的模式，鼓励引导
广大肉牛养殖户大力发展肉牛养殖产业。

为确保户户有产业，杨会乾积极向上争
取养牛专项补助资金、保险等政策，让想养
牛、能养牛的养殖户获得更多金融支持，确保
养殖户能上栏、稳得住、有效益，切实推动肉
牛产业扩群增量。

他透露，今后计划投资3600万元，把长
岗镇蔺田村酱香牛养殖基地扩建成长岗镇蔺
田村酱香牛养殖小区，到时可存栏酱香牛
3000头，发展农户养殖1000头，增加养殖农
户收入2000万元。

“未来，作为‘头雁’我将不断努力，培养
更多乡村致富带头人，也将进一步加强改良
与饲养管理，提高肉牛养殖质量，带动更多农
户科学养牛，增加养牛的效益，为乡村振兴做
好一切服务。”杨会乾信誓旦旦。

逐梦星河，弘毅致远。愿“孺子牛”杨会
乾在“酱香牛”这个新赛道上，奔赴下一场山
海，开启更加出彩的“牛事业”！

说干就干。为鼓励引导更多农户参与进
来，杨会乾说动同组的杨厅、杨轩（脱贫户）、杨
兴等村民开拓养牛事业，累计投资1000万元
建成了仁怀市长岗镇蔺田村酱香牛养殖基地，
现存栏西门塔尔牛200余头，市值500余万元。

“我发现，仁怀市每年酿酒丢弃的巨量有
机酒糟和曲草有使用价值，利用好这一资源，
可降低养牛成本。”善于思考钻研的杨会乾，首
次提出酱香牛养殖观点。

每年重阳节前1个月，杨会乾都要到位于
酱香酒核心产区的怀庄酒业、慧台酒业等酒企
预定酒糟，将其与曲草和青储饲料搭配，制成

“酱香牛”的“营养大餐”。“吃上‘大餐’，听上音
乐，可以让牛感到安全、放松，减少牛的应激反
应，为其成长增加了一道安全屏障，间接促使
肉质更好。”杨会乾说。

如今，该养殖基地践行生态发展理念，采
用现在最先进的发酵床处理粪污方式，实现了
粪污零排放，达到环保发展要求。基地也以茅
台镇的酒糟、曲草和天然高粱秸秆的青储饲料
为原料，发酵床散养方式养殖。肉质根据科学
分析属于优质牛肉。

“这些有利条件为基地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潜
力。”杨会乾说，“目前，企业已开发了深加工板
块，打造酱香牛特色品牌，开拓市场，让牛肉价值
最大化，既能解决更多就业，又能为基地和养殖
农户提供坚强后盾，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

搭好“牛棚子”、牵住“牛鼻子”，杨会乾带
领当地群众走上了“牛气冲天”的致富路。目
前，蔺田村共有肉牛养殖户21户，养殖肉牛
300多头，产值约600万元，户均年纯收入5万
元以上。

“绝不能守着金饭碗讨饭吃！”2020年，为
响应国家政策，41岁的杨会乾成为第一批离
岗创新创业项目人员，他毅然选择了从一位体
制内的教师转变为“创业人”这一角色。

他说，教师这一角色深深地烙印在了他
的心头，但国家需要，他也对未来经过深思熟
虑，成为一位“养牛人”也未尝不可，要做就要
做到最好，要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

其实，在与杨会乾的交谈中，能看到他对
养牛业的坚定，也能看到他直面市场竞争的
决然。清清瘦瘦的他，内心有着坚韧不拔的
意志力，只为养好一头牛、开拓出一片市场，
带领更多人走上致富路。

回忆起曾经，杨会乾说有一句谚语形容
了贵州的贫穷落后——“天无三日晴，地无三
尺平。”而他的祖祖辈辈，也一直生活在这样
的场景里。他们用长满茧的双手劳作一年，
也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常常是“吃了上顿
没下顿”。

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杨会乾却长成了
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成为村里的第一个大
学生。毕业后，不负众望的他成为一名人民
教师，端上了村民口中的“铁饭碗”。

这样平稳的生活维持了十多年，直到杨
会乾想改变家乡“靠天吃饭”的发展困局时，这
样的生活泛起了层层涟漪。“每当我回家，与长
辈们探讨时，总会想象村子里发生的变化，这
一直是我心头的祈盼。”杨会乾搓搓手说道。

于是，立志改变家乡无特色产业发展的
杨会乾决心放下教鞭回到家乡，干出一番养
牛事业，书写一篇养牛“大文章”。至此，他建
立了仁怀市长岗镇酱香牛养殖基地，并创办
了仁怀市和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自己的
理想插上了腾飞之翼。

怀感恩之心 抱济世之志 当弘毅之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