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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燕亚男 文/图

“这里全是自动化啊！”
“是的，我们基地的生产区实行封

闭式管理，从温度、光照、通风、消毒到
喂料、饮水、收蛋都是自动化操作，鸡
粪也采用传动带随时输出鸡舍，还有
一条鲜鸡蛋分拣清洗生产线。”12月19
日，在汝州市中王生态农牧科技有限
公司的鸡蛋生产基地，负责人张振团
向来自洛阳的经销商介绍。

返乡创业养鸡

今年49岁的张振团大学毕业后，
一直在外从事畜牧业销售和经营，累
积了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也挣到了
人生的第一桶金。

在市场上摸爬滚打几十年，张振
团发现鸡蛋虽然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
品，但市场上产销量极大的商品鸡蛋
却存在各种各样的安全风险。多数鸡
蛋无品牌无生产日期，甚至有重金属、
激素、农残等超标现象存在，于是他有
了返乡养鸡，让更多人吃上安全放心
鸡蛋的想法。

心动不如行动，2011年，张振团辞
工回到家乡，准备创业。

2012年 5月，张振团在汝州市纸
坊镇政府的协助下，通过“绿色通道”
在家乡中王村流转了200亩土地，与
另外3位合伙人一起成立了汝州市中
王生态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张振团将
自己多年积攒的资金全部用到了生产

基地上，聘人才、购鸡苗、上设备、建基
地，富硒鸡蛋生产新事业就这样轰轰
烈烈地干起来了。

“最初我们建了两座全自动化的
鸡舍。一栋鸡舍约150米长，能容纳5
万只鸡，由于后期资金跟不上，剩余的
地都种成了红薯，人手不够，就把亲朋
好友都喊来帮忙种地。”回想起刚建基
地时的场景，张振团说。这几年，他们
一直都在建鸡舍，现在已经建成了6
栋鸡舍，成为严格执行农业部畜禽养
殖五化（畜禽良种化、养殖设施化、生
产规范化、防疫制度化和粪污处理无
害化）的高标准鸡蛋生产基地。

“目前基地存栏30多万只鸡，由
于鸡舍采用了恒温设施，一年四季始
终为20多摄氏度。鸡饲料里含有硒
和维生素等大量有益物质，能改善蛋
鸡肠道内的菌群，提高鸡的自身免疫
力。”张振团说，处于恒温鸡舍的蛋鸡
没有休蛋期，基地每天都能收30多万
个鸡蛋，每年可产无公害凤王富硒鸡
蛋1200多万斤。

致富不忘乡邻

致富不忘乡邻，随着公司的稳定
发展，张振团将纸坊镇建档立卡的130
户贫困户纳入精准扶贫对象名单，制
订了为期三年的扶贫帮扶计划，以再
就业、公司+农户、金融扶贫、到户增收
等方式帮扶贫困户精准脱贫。

2014年，张振团依托公司无公害
富硒鸡蛋生产技术，成立了万凤养殖

专业合作社，实行“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方法，发展汝州农户进行无公害
富硒鸡蛋的蛋鸡养殖。农户与养殖合
作社签订合同，合作社为他们提供“六
统一”服务，确保养殖户能够得到良好
的收益。张振团也获得了河南服务三
农诚信领军创新人物、平顶山市乡土
拔尖人才等荣誉称号。

养殖户张佳力说：“我加入合作社
6年，现在养了1万多只鸡。现在只管
养鸡就行，省心还比以前赚钱多。鸡
苗和饲料合作社有现成的，鸡蛋合作
社回收。公司还经常开培训会，告诉

我们一些养殖方法。”
目前，生产基地的富硒鸡蛋已经

远销安徽、湖北、湖南、上海以及郑州、
洛阳、许昌、平顶山、驻马店等地，遇到
节日更是供不应求。张振团表示，
2021年将扩建标准化蛋鸡舍2栋（单
栋容纳 10万只鸡），使蛋鸡存栏量达
到50万只，争取年产值破亿。2020年
至2025年计划启动并建设完成鸡蛋
深加工项目，生产科技含量较高的蛋
白粉、蛋黄粉以及高附加值的松花蛋、
溏心蛋、卤蛋等安全食品，带动更多群
众共同致富增收。

张振团：返乡创业养鸡 闯出致富路

张振团在查看即将装箱的鸡蛋

□本报记者 范丽萍 文/图

12月22日下午，舞钢市枣林镇天
成鸽业科技产业园一栋栋宽敞明亮的
鸽舍内，鸽笼一字排开，在笼子里漫步
的鸽子看到有生人进来，发出咕咕的
叫声。

“一栋鸽舍可以容纳 2500 对鸽
子，原先安排两名工人。有了自动
化机械设备后，一个工人可以管一
到两个鸽舍。”养殖女工王小春说，
根据喂养情况、产蛋数量等，每个工
人每月可拿到3000元左右的绩效工
资。

立志改变家庭穷苦面貌

天成鸽业科技产业园负责人杨明
军今年 47 岁，瘦高个儿，性格温和。
多年来，他带领群众养鸽致富，成为十
里八乡的能人，但其背后付出的艰辛
与努力却鲜有人知。

杨明军是舞钢市八台镇杨楼村
人，幼年困苦的生活造就了他不怕吃
苦、勇于挑战的坚强品格。“那时候一
家七口只有两个劳动力，眼看一家人
吃喝都顾不上，还要供哥哥上大学。
父亲几乎月月去借钱的情形让我至今

难忘，也正因此，我从心里发誓一定要
为改变家里穷苦生活面貌而努力。”看
上去颇有儒雅之气的杨明军说。

回乡创业前，杨明军在南方打工，
在玻璃厂干过活儿，还学了几年医，最
终还是回到家乡搞养殖。“真正要往农
业的哪个方向发展，刚开始我也是毫
无头绪。大部分种养信息还是从书本
和报纸上获知的。”有一段时间，他经
常揣着馒头到乡镇的科协图书室看
书，饿了啃两口馒头，一看就是一天。

发展鸽子养殖产业致富

杨明军说，选择养鸽源自在广州
的工作经历。当地人喝下午茶时，常
点一道叫“脆皮乳鸽”的菜品。自此他
就开始留意市场，发现乳鸽肉质鲜嫩，
营养价值高，成本不高，当地市场需求
很大。

1997年，杨明军卖了家里仅有的
树木和几头牛，东拼西凑了3800元，
从广州买回 100对种鸽，然后将家里
的房屋腾出来作鸽舍，吃住在鸽子棚
里，开始了创业之路。

成功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劣
质种鸽、技术匮乏、市场环境恶劣、疫
情灾害，杨明军的创业之路步步艰辛，
历经了种种磨难。1998年春第一批成
品鸽投放市场，三次搬迁鸽场扩大生
产规模，一步步发展到现在的两大养
殖基地，实现了饮水、喂料、清粪等自
动化和管理程序的规范化，拥有13个
肉鸽良种品系，存栏 30 万对核心种

群，杨明军把每一次困难当作一次成
长机会，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这几年，
肉鸽养殖作为新型特禽养殖业，因其
投资小、见效快、一次投资多年受益等
优势吸引了不少养殖户的目光，国内
养殖量逐年递增，肉鸽成为继鸡鸭鹅
之后的‘第四鸟’。鸽肉味道鲜美，营
养价值极高，民间素有‘一鸽胜九鸡’
之说，部分地区出现‘以鸽代鸡’的趋
势。但肉鸽产业发展起步较晚，国内
很多地区还是空白，所以肉鸽养殖的
发展前景和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助农就业脱贫奔小康

20多年来，从普普通通的农民到
“养殖大户”，再到“致富带头人”“高级
畜牧师”“省劳动模范”“全国创新创业
带头人”等，杨明军的名气越来越大，
但他没有忘记乡邻，通过提供技能培
训、吸纳贫困农户就业、设立扶贫基金、
与村集体签订扶贫协议等多种形式，他
带动一方困难群众走上脱贫之路。

郭文军、杨小贺夫妇跟着杨明军
从事鸽子养殖多年。郭文军说：“刚开
始我从杨总这儿买鸽子自己饲养，但
因为缺乏技术，一年到头也没挣到
钱。杨总回收了我的鸽子，还把我安
排进厂工作。现在，我已经从养殖工
人做到了生产厂长，工资也从原来的
800元涨到了6000多元，加上妻子的
3000多元工资，比在城里打工强多了，
而且公司现在免费管吃住，我们非常
满足，也愿意长期干下去。”

杨明军：养鸽托起致富梦

杨明军（左）在鸽舍查看鸽子生长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