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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范丽萍 文/图

“占卿，你那儿还有养鸡的资料吗？再
给我一份，我想让家里的兄弟也学学养
鸡。”8月18日下午3点，正是太阳最毒的时
候，郏县茨芭镇北竹园村79岁的村民李和
找到同村的李占卿，讨要学习资料。他说，
李占卿是附近有名的绿壳蛋鸡养殖户，而
且还带动了不少村民养绿壳蛋鸡，他就是
其中一位。

今年68岁的李占卿正在整理鸡蛋，一
枚一枚地已经在墙角摆了好几层。“绿壳蛋
鸡因产绿壳蛋而得名，是我国特有禽种，抗
病力强，适应性广，喜食青草菜叶，南北均
可养殖。”他说，当初回乡养绿壳蛋鸡，纯属
偶然。

退休返乡 发展特色养殖

李占卿从卫东区原煤炭局退休后，本
可以守着儿女过轻松的日子，但考虑到老
家母亲和弟弟缺少人照顾，自己又是兄弟
姐妹中的老大，责无旁贷，所以决定回到北
竹园村。

北竹园村位于郏县西北部，地势北高
南低，属典型的浅山丘陵区，山多地少。“这
里种庄稼不行，但搞养殖肯定行。”李占卿
说，以前老伴儿身体不好的时候吃过一段
时间的绿壳鸡蛋，但是本地市场上没有卖，
都是从外地买回来的。绿壳鸡蛋营养价值
高，价格也很贵，一枚就要2.6元，于是他把
目标放在了绿壳蛋鸡的养殖上。2015年，
经过一系列考察，他承包了三四十亩的荒

山，并从上海引进了3600只绿壳蛋鸡，其
中母鸡有2500只。

“谁知道这种鸡长得慢，刚开始产蛋量
也低，算上买玉米、麸子、豆沫这些饲料钱，
第一年就赔了不少。”李占卿说，虽然绿壳
蛋鸡与普通家鸡养殖方面没有区别，但因
为自己缺乏经验，养殖过程中也作了不少
难。每天，除了早上8点和下午3点要给鸡
喂食外，他还要到处跑着捡鸡蛋，扒草窝、
钻树下，“一天下来累得够呛”。

鸡不产蛋的时候盼着产蛋，等产蛋了
又开始发愁卖不出去。2016年，绿壳蛋鸡
开始大量产蛋，因为没有固定客户，鸡蛋一
下子囤了四五万枚，山坡上、麦圈里到处都
是，他急得不行。所幸，县里、镇上一些领
导听说情况后非常重视，给予了很多帮助
和支持，他才渡过了难关。

带动乡邻 一起饲养蛋鸡

当天下午，送走村民李和，李占卿带着
记者一起到山坡上给鸡喂食、捡蛋。成群
的鸡忽而从四面八方飞奔而来，场面十分
壮观。

“一次性不能给鸡撒太多饲料，因为土
地有墒情，时间长了饲料会发芽、变质，鸡
就不吃了。”李占卿说，相比普通家鸡，绿壳
蛋鸡还有点野性，见到其他鸡产蛋，就爱啄
肛，而啄肛是造成鸡死亡的最大因素。“有
一段时间，为了防止鸡啄肛，我天天守在产
蛋鸡旁边。”

根据生长和产蛋情况，蛋鸡每年淘汰
一次。目前，李占卿饲养的绿壳蛋鸡还有

2000多只，每天产蛋600至700枚，每年的
产蛋量能达到20多万枚，远销北京、西安、
苏州等地。而他的成功，也带动了本村村
民的养殖热情。村民们纷纷上门求教、学
习经验。

村民李青盼说：“去年我从占卿那里逮
了70多只绿壳蛋鸡，今年又增加了13只，
现在所产的鸡蛋每天按1.5元/枚的价格对

外出售，不仅顾住了一家人的生活开销，而
且足不出户就能销售一空。”平时村民在养
殖上遇到什么问题，李占卿也会耐心地进
行指导、传授经验。目前，除了他本人，村
里还有20多位村民在养殖绿壳蛋鸡。

下一步，李占卿打算在保持现有养殖
数量的基础上，多向村民传授经验，争取带
动更多村民实现增收致富。

李占卿：绿壳鸡蛋论个卖

李占卿在鸡舍捡拾绿壳鸡蛋

□本报记者 杨岸萌
实习生 陈夏烨 文/图

16岁时，他是为了生计干苦力的打工
仔；46岁时，他是米粉丝厂的老板……30
年间，他靠着吃苦耐劳奔向小康的同时，也
给乡亲们提供了就业机会，他就是湛河区
曹镇乡关庄村湛河区海涛恒信米粉丝厂的
老板关海涛。8月19日上午，46岁的关海涛
将50袋米粉丝搬到车上，打算一会儿去鲁

山、宝丰送货。

靠着豆芽赚了钱

关海涛13岁时，父亲因病去世。16岁
初中毕业后，他就在附近村的砖瓦窑厂干
活，拉架子车搬砖，干杂工。在窑厂干了半
年之后，关海涛借钱和朋友合伙买了辆拖
拉机，开始搞运输，给人送砖瓦。

“最远的送到鲁山瓦屋红石崖村，村里
人过来找我们，一开始都不说地方，让我们

跟着他们走。当时都是石头窄路，高低起
伏，一面山一面崖，车走到半路上不去了，
买主就喊村里人帮忙卸车，徒手将砖瓦搬
上山。”想起当时的情形，关海涛连连感叹。

两三年后，关海涛想学门手艺，“毕竟
有真本事才能走得远”。当时冬天也没啥
新鲜蔬菜，所以反季豆芽卖得俏，关海涛的
姑姑家就是做这门生意的，他就过去跟着
学，学成后自立门户，开始生豆芽卖豆芽。

1996年，关海涛经人介绍认识了妻子
堵娜。“当时俺家里人都不同意，嫌他家里
穷。但我觉得他人好，老实能干，所以就嫁
了。”堵娜说，刚结婚时家里啥都没有，俩人
借了四千块钱扩大规模生豆芽。“那时候天
不亮就要赶集卖豆芽，晚上忙到快十二点
才能睡。”

慢慢地，夫妻二人还清欠款，后来靠着
旺季生豆芽，淡季卖种子养鱼，手里渐渐有
了积蓄，2004年，他们成了村里第一户盖
起二层楼的人家。

诚信经营粉丝厂

2005年左右，随着蔬菜大棚的兴起，
反季蔬菜增多，豆芽销量骤减。与此同时，
依托曹镇乡种植大米的优势，周围不少人
做起了米粉丝，关海涛也决定转行。

跟着亲戚和村里人学习，买来米粉丝
机、粉碎机、和面机，请来有经验的老师
傅……关海涛做了一年的准备，“既然想
做，就要做好，不能打没把握的仗”。

米粉丝需要晾晒，头一天做出来的必
须在天亮之前全部洗完进行晾晒，所以他
们每天早上不到4点就起床开始工作。除
了雨雪天气，夫妻俩坚持做了十几年的米

粉丝。
2009年，因为技术改良，周围的米粉

丝作坊有一半关了门，关海涛家的米粉丝
因为有销路，在危机中存活了下来。

厂子平稳发展，为了运输方便，关海涛
先后花30多万元买了三辆车。2016年，关
海涛盖起了两层新厂房，楼顶做晾厂，楼里
当储藏室，还有装了空调暖气的恒温室，用
来给米粉丝去黏去湿，每天产量1200公斤
左右。

“依靠现在的设备和晾晒场地，我们每
天最多时可以生产2500公斤米粉丝，但是
为了稳妥，也因为资金不充裕，一直没有扩
大生产规模。”关海涛说，不过让他高兴的
是，他8月初申请的15万元创业担保贷款
经市创业担保贷款中心审批，已经拿到手
了，有了这笔钱，提高产量指日可待。

带领大家共致富

做米粉丝不是一个人的活儿，从一开
始，关海涛就请附近家庭经济困难的村民
来帮忙。“最开始用了俩仨人，现在厂里有
四个干活的。”堵娜说，如果之后扩大生产，
还需要更多的人。

厂房二楼，陈广平和其他三个工人正
准备下班。今年60岁的陈广平是附近陈
庄村人，和80多岁瘫痪在床、生活无法自
理的老母亲一起生活。

“这儿离我家很近，活儿也不是很累。
一年能挣个两万多块钱，挺好的。每天早
晨四点多来厂子里打面，到中午干完活就
能回家。这样我跟我弟能轮流照顾俺娘，
不耽误事。”陈广平说，他在厂里干了两年
了，只要身体允许，会一直在这儿干下去。

关海涛：因地制宜做粉丝

关海涛准备和粉做米粉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