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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创业路，张留柱感慨万
分。自创办养牛场以来，尽管每日
辛劳，尤其在母牛分娩、小牛染病
之时，常需彻夜守护，但看到奶牛
茁壮成长，他觉得所有的付出都

是值得的，生活也因此变得特别
充实、有意义。

在张留柱的养牛场里，麦秸
秆堆成一座座小山。他说，小麦、
玉米等秸秆在农村往往被视为无
用的废弃物，但作为奶牛的饲料，
这些对他而言都是重要的资源。

早在 2017 年，张留柱就洞察
到秸秆的价值，率先购买了一台
小型打捆机。当年麦收，他就收
集了 50 多吨麦秸秆，基本满足了
自家养牛场的饲料需求。尝到甜
头后，3 年前，他又购置了一台大
型秸秆打捆机。如今，每年麦收
他都能收到 200 多吨麦秸秆，除
满足自身需求外，还将剩余部分
销售给其他养殖户，实现经济效
益和环境效益双丰收。

河滨街道负责人韩海洲对张
留柱赞不绝口。他表示，张留柱

不仅是该街道首位通过养牛创
业致富的大学生，也是首位回收
秸秆的养殖户。在他的示范带
动下，街道下属的湾李、王庄等
村庄已有四家养牛户相继购入
打捆机，不仅促进了当地秸秆资
源的合理利用，还推动了养牛业发
展。

自 2022 年起，在街道与杜庄
村“两委”的鼎力支持下，张留柱的
事业迎来了新飞跃。他流转了周
边土地 30 余亩，利用牛粪作为肥
料种植农作物。同时，他在养牛场
南侧开挖了一个池塘，用以收集并
净化冲洗牛栏的废水，并在池塘里
种植荷花等水生植物，实现了“秸
秆喂牛、牛粪还田、废水养荷”的循
环生态养殖模式，实现了资源的循
环利用，他的养牛事业也步入良性
发展的快车道。

大学生张留柱：

致富路上“牛”劲十足
□本报记者 李霞 文/图

从村中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到
毅然返乡创业当“牛倌”，再到如今
家喻户晓的“养牛达人”。他用10多
年的汗水与坚持，书写着自己的奋
斗故事，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
活力。他就是今年 39 岁、家住湛河
区河滨街道杜庄村的张留柱。

7月14日上午，位于湛河区河滨
街道杜庄村西北部的养牛场里，一
头头奶牛在电扇的微风下悠闲地嚼
着草料，其主人张留柱也在不停地
忙碌。每天早上一起床，张留柱就
先来牛棚给牛添加饲料。之后，他
还要查看牛的身体状况，清洁牛圈、
消毒、防疫、挤奶、送奶……日复一
日，张留柱的生活与牛紧密相连。

在别人眼中，这里只有简易的
牛棚、烦人的蚊蝇和繁重的劳动，但
在张留柱心里，这却是一方充满田
园牧歌的天地。他选择回农村创
业，并非一时冲动，而是“蓄谋已
久”。因家里经营有养猪场，张留柱
从小就对养殖业有浓厚的兴趣。
2005年高考时，他毅然填报了畜牧
类学校，并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
物科学学院录取。从那时起，他就
对未来有了自己的规划：毕业后直
接回乡创业。他向往自由，渴望冒
险，更希望能将自己的兴趣和梦想
转化为现实。

创业干点啥呢？张留柱经过深
入市场调研，发现奶牛养殖市场前
景广阔。国家对农民有支持政策、
奶牛的高抗病能力和相对较低的养
殖成本、稳定且利润空间大的市场，
以及家乡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都
让他更加坚定了养殖奶牛的想法。
大四那年，他专门到我市郊区一大
型养牛场实习，积累了宝贵的实践
经验和技术知识。

“刚进牛舍时，我既兴奋又好
奇。给牛采血、输液、消毒、防疫、接
生……这些以前只在教学视频里看
过的内容，我都一一亲手尝试了。”
张留柱回忆道，虽然实习过程比预
想的更为辛苦和脏累，但收获的经
验和技能也让他对创业更有底气，
心中的创业蓝图也更加清晰起来。

创业之路，从来不会一帆风
顺。张留柱 2009 年大学毕业后，
恰逢国家扶持养牛业，每头牛补贴
500 元，他满怀希望地投资 10 万
元，购入5头奶牛，租用实习期间养
牛场的场地开始养殖。然而，由于
奶牛品种选择不当，产奶量远低于
预期，最终只能以亏损5万元的价
格低价转让。

但挫折并未击垮这位乐观的
青年。次年，他从山西引进 17 头
小牛和 5头奶牛，不料又遭遇“调
包”陷阱，两头小牛一只“瘸腿”，
一只“独眼”，且卖家失联，他只能
默默承受损失。这次经历让张留
柱深刻认识到市场的复杂，于是
他专门向行家学习选牛技巧，亲
自监督装车，逐渐练就了一双慧
眼。

2011年夏，租用的养牛场突发

严重传染病，无特效药可用，只能
依靠早期摸索出的“放血”法治
疗。那段时间，张留柱住到了牛
棚旁的小屋里，日夜守护，遇到难
题就向自己的大学老师请教……
在他的精心照料下，17只小牛和5
只奶牛竟然全都安然无恙挺了过
来，这更坚定了他继续走下去的
决心。

2014年，张留柱回到杜庄，在
家门口正式建立自己的养牛场。
然而，随着奶牛数量的增加，牛奶
销售成为新的挑战。于是全家人
都动员起来，父母骑着三轮车沿
街叫卖，他则驱车前往市区及周
边县区，通过免费试用、无条件退
换、传授奶制品技术及邀请客户
到养牛场参观等方式，仅三个月
便打开了市场，畅通了牛奶销售
渠道。

有一个客户让张留柱至今印
象深刻，这名客户因制作老酸奶失
败而质疑鲜奶质量。为查明原因，
张留柱当即带着一份鲜奶上门，让
客户用剩的奶和带来的鲜奶各做
了一份老酸奶，结果没发现任何问
题，再了解制作过程，才发现原来
是客户经验不足，将温度调得太高
所致，不是鲜奶的问题。被张留柱
的专业与认真负责的态度打动，这
名客户从此成了张留柱的坚定支
持者。

在张留柱69岁的母亲陶细眼
中，儿子照顾奶牛的细致劲儿如
同对待自己的孩子。每天一大早
就为奶牛添食、清扫；为提升牛奶
品质，除了喂秸秆，还精心制作添
加了玉米、豆渣等的“营养餐”；牛
棚里冬天有电暖器，夏天有电风
扇……

一波三折创业路 甘当养殖“牛保姆”

◁张留柱在喂牛

张留柱开着打捆机收秸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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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留柱在给牛准备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