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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范丽萍 文/图

“李总，我家的牛最近几天不好好吃饲
料，粪便稀，用过药后也反反复复不见好，
这该怎么办啊？”近日，正在公司忙碌的李
书岐突然接到郏县李口镇周沟村村民高赛
珂的求助电话。李书岐说：“你先不要慌
张，我马上安排兽医过去看看。”

经诊断，病牛患的是肠炎，在专业的治
疗下，病情很快得到控制。对此，高赛珂既
感激又有些不好意思。她说：“光这半个
月，我就给李总打了3次求助电话。因为
他不仅是我们这里的红牛养殖大户，还是
带贫企业负责人，经常给大家提供义务帮
助、传授养殖经验和技术。我们遇到问题
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大胆转行回乡创业

7月 29日，走进位于郏县广阔天地乡
的平顶山瑞宝红牛肉业有限公司桃园铺分
厂，哞哞的牛叫声一下子吸引了记者的注
意，数百头牛被分类圈养在一个个标准化
的牛栏里，牛儿露出头悠闲地吃着饲料，个
个精神头儿十足。

“养牛是个辛苦活儿，要经常关注牛身
体上的变化，甚至要照顾到它们的情绪。
平日它们吃的饲料，也是经过严格的营养
配比，其中添加的玉米蒸汽压片、大麦蒸汽
压片和黄豆蒸汽压片都是熟化过的。”李书
岐介绍，饲养管理过程中任何环节出了问
题都有可能导致养殖失败，原本他也并不
懂这个行业，后来在无数次失败和磨练中
才积累了一定经验。“要想让牛长得好，必

须让它吃得好、心情好。”
在谈到养牛之前的经历时，李书岐笑

了笑说：“我是搞外贸的。”大学毕业后，他
和朋友开了家进出口贸易公司，经营矿产、
小商品等，并成功赚到了“人生第一桶
金”。后来随着市场经济形势的转变，他把
经营重心放在了国内贸易上，开始寻求新
的发展机遇。

今年49岁的李书岐是郏县姚庄回族
乡人，2008年在浙江举行的一次家乡招商
会，激发了他回乡的热情。经过一系列考
察，他发现郏县红牛是我国八大良种黄牛
品种之一，其体格大、体质结实、肉质细嫩、
遗传性稳定等，所以就把发展肉牛产业和
培育优良肉牛品种作为重点创业项目，成
立了平顶山瑞宝红牛肉业有限公司。对
此，县乡各级部门也非常重视，给予了很多
政策方面的扶持。

科学养殖助力脱贫

“刚开始，收购养殖、技术管理等很多
方面都不懂，牛生病、死亡的情况屡有发
生。”李书岐说，现在的养牛技术与原先的
有很大不同，讲究的是营养化和标准化，每
天的营养配比都是一致的，但也难免会有意
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有一年，仓库存的草不
够，新的秸秆没下来，给牛喂了酒糟造成酸
中毒，一下子损失了40多头小牛。还有一
些时候是防疫跟不上、营养不均衡，导致小
牛成活率降低。最难熬的，还是优良肉品的
培育和研发。为了在郏县红牛身上开发出
雪花牛肉，他和员工利用8年时间反复实
验才成功，如今每年的订单供不应求。

这些年，李书岐在发展自身产业的同
时，还通过“企业+合作社+养殖场+村委
会+农户”的模式，搭建了合理的利益分配
机制，以发展红牛产业带动村集体经济发
展，促使周边乡镇的贫困群众实现增收。
如果有村民想学习养牛技术，他也会热心
地上门指导、传授经验。

今年32岁的余海赫是桃园铺分厂刚
建时来的，如今已是这里的厂长，她说：“李
总人很好，在牛的饲养和技术方面也很专

业。平时他只要往牛舍里一站，就知道哪
头牛生病了、哪头牛心情不好。”耳濡目染，
她也学到了很多养殖技术，如今每个月有
5000多元的收入，这让她很满足。

谈及下一步的发展，李书岐表示在发
展养殖、育肥、屠宰加工、市场销售为一体
的产业链条的同时，会发动更多村民一起
创业，毫无保留地将先进的管理模式、现代
化的养殖技术传授给他们，带动大家一起
脱贫致富。

李书岐：大胆转行回乡养红牛

口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图

8月4日，鲁山县观音寺乡西桐树庄村
村前荡泽河畔，6个香菇大棚一字排开，十
分醒目。双层网隔着的大棚内凉风习习，
与室外温度形成了明显温差。棚内钢架
上，一个个香菇棒平整有序地摆放着，上面
的香菇有的撑开了伞盖，有的刚露出头。
工人们有的在棚内摘香菇，有的忙着给客
户装车，一派繁忙景象。大棚外，38岁的
朱长军一边手持账本，一边拿着计算器，记
录着每一笔即将出售的香菇。

“朱经理，咱是老客户了，该优惠还得
优惠啊。”来自郑州市的香菇商何先生一边
帮助装车，一边笑着说。

从小渴望当老板

朱长军是西桐树庄村村民，家住荡泽
河畔不远处的半山腰中。受地域限制，儿
时的他没少受穷。为改变贫困面貌，朱长
军中学时代就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将来
一定要当老板。为实现自己的梦想，朱长
军一直努力着。中学毕业后，他开始外出
打工。在外摸爬滚打了数年后，朱长军在
郑州与别人一起开办了一家劳务公司，专
门为企业输送人力资源。

“我一直认为，无论做什么都要靠信
誉，信誉好了，生意就好了。”朱长军说，随
着生意逐渐变好，他在湖南长沙又开办了
一家劳务公司，然后带着组建的劳务大军
奔赴各个地方，解决企业用人难题，也给身
边亲朋好友铺就了就业路。后来，朋友告
诉他，现在农村政策好，特别对返乡创业

者，政府给予很大支持，建议朱长军返乡创
业。他没有直接回答，但返乡创业的念头
一直在脑海中萦绕。

在家实现创业梦

今年春节，朱长军回到老家过年，突如
其来的疫情把他“留”在了家里。

“有时候想想这就是天意。”朱长军说，
在家防疫的日子里，儿时的伙伴儿找他玩，
建议他回乡种植香菇。西桐树庄村党支部
书记王杰告诉朱长军，在家创业只要与扶
贫结合，带领村民致富，政府会给予一定的
帮助。朱长军听得心里痒痒的，立即联系
了好友霍建相。

霍建相是驻马店市泌阳县人，有着多
年的香菇种植经验。霍建相对朱长军回乡
创业的想法表示赞同。于是，说干就干，朱
长军在荡泽河畔流转土地 150余亩，注册
成立了平顶山三悦农业有限公司，首期投
入资金120万元，建设了6个冷热不怕、一
年四季都可出菇的双膜香菇大棚，迈开了
返乡创业的第一步。

大棚香菇生长快，摆放菌棒后不到俩
月就能产出香菇。之后，朱长军跑市场、联
系客户，市场销售一帆风顺。

政策扶持信心足

种香菇是个赶忙活儿，特别是出菇时，
用工量特别大。如此一来，村上的闲散劳力
发挥了作用，朱长军将他们全都召集过来，
一天工作8小时，男工70元，女工60元。

“在这里干活可舒服了，不热不累，还

不耽误看家，多干一个小时还能多挣10元
钱。”正在采摘香菇的贫困户慎军军说，村
上有企业，村民最受益，足不出户有钱挣。

一个月前，鲁山县举办首届创业创新
大赛，朱长军也试着报名参加，拿到了创新
组三等奖，获得了两万元的扶持资金，他创
业的劲儿头更大了。

“我打算把香菇种植做成扶贫产业，由
政府投资建棚，公司负责管理和产品销售，
贫困户可以出租大棚或到棚里帮工。”朱长
军说，根据目前行情，租一个香菇棚每年至

少收入 5 万元。一个棚子的租金为 5000
元，所有租金归村集体所有。经过半年多
的努力，一些曾经出外打工的村民也开始
返乡租赁棚子种植香菇。“二期建设的30
个大棚还没建好就被村民抢订一空。”

“朱长军信誉好，能吃苦，为人忠厚，创
业精神可嘉，大家都很信任他。”王杰说。

未来，朱长军打算对香菇进行深加工，
做成酱菜等，并借助网络进一步拓宽销售
渠道，争取把香菇产业做大做强，带动更多
人致富。

朱长军：大棚香菇撑起致富伞

朱长军在大棚内采摘香菇

李书岐用自制的按摩梳给牛“按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