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规模养殖 加速产业提档

早晨 8点，泊头市现代蛋鸡产业园
区内，河北万雉园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
饲料加工车间机器轰鸣，配料、混合、
制粒……生产有条不紊。此时，泊头五
谷鸡优养基地的母鸡们也到了吃“早
餐”的时间。上料线缓缓移动，饲料流
入食槽，母鸡争先食用。这些美味餐
点，就出自“万雉园”。

“我们最早搞种鸡孵化，再把鸡苗
分给农户养殖。随着养殖量的增加，又
拓展了饲料加工业务。”公司负责人孙
万智说，我省虽是蛋鸡养殖大省，但那
时，大部分地区存在养殖群体大、规模
小及管理粗放的问题，产业发展一度走
入瓶颈。

“蛋鸡产业要想迈上新台阶，急需
龙头企业的规模化、现代化带动。”为
此，2002年，在泊头市交河镇，由“万
雉园”建设的泊头五谷鸡优养基地建
成。彼时，虽只有 9栋棚室，但每棚近
1.7万只蛋鸡的存栏量，也足以在规模上
笑傲行业。此后，在规模发展上一骑绝
尘，这里的养殖棚舍扩展到了 20多栋，
蛋鸡存栏量达 75 万只，可日产鲜蛋 60
万枚。

眼下，“万雉园”并不打算就此止
步。“我们正在改进棚舍，升级成更加
先进的生产设备，将每棚存栏量提升到
4万只鸡，每年增加10万只养殖量。”孙
万智说，随着园区养殖产业的发展，公
司还带动起不少养殖户，农户存栏量达
200万只。

在沧县大官厅蛋鸡现代农业园区，
养殖设备更新换代，自动化设施的普
及，也正促进蛋鸡养殖产业的提档升
级。

走进位于园区的沧县金庄农业专业
合作社，硕大的养殖棚舍，一眼望不到
头。虽然排排笼舍里都是母鸡，可棚室
里却没有管理人员，也闻不到刺鼻的气
味。

“这是全自动养殖车间，别看养了5
万只鸡，却比俺以前管4000只鸡还轻松
呢。”合作社负责人金炳涛笑道。

他说，2012年初涉蛋鸡养殖时，他
养了4000余只鸡，由于没有自动设备的
帮助，每天光喂料、清粪就让他忙得团
团转。2013年，走上自动化道路后，他
才被解放了出来。

“开始是半自动，除了需要人工捡
蛋，喂料、给水和刮粪都有自动设备，
棚里几乎没啥活儿。所以虽然每棚养 1
万多只鸡，却反而省了人工，还特别省
心。”随着养殖效率的提升，合作社相
继建设了十几个半自动养殖棚舍。2018

年，看到鸡蛋捡拾也能用机械替代，金
炳涛又毫不犹豫新建了 3 个全自动棚
舍，每棚存栏量提升到了 5万只鸡，规
模大幅提升。如今，合作社的蛋鸡存栏
量已达 40 余万只，每天可出蛋 30 余万
枚。

提质增效 品牌鸡蛋抢市场

在龙头企业及合作社的引领下，各
蛋鸡养殖园区得到规模化发展。与此同
时，他们还不断探索科学养殖方式，让
蛋品高质量、品牌化发展，在市场上抢
占一席之地。

“生活水平提高，市民的鸡蛋消费
水平也在提升。这就要求我们根据需求
进行创新，生产绿色健康的鸡蛋，市场
接纳你，才有养殖效益。”金炳涛的切
入点，是为蛋鸡提供更加优质、绿色的
饲料。

“走大众批蛋，不是长远之路，蛋
鸡养殖要想有效益，还得有自己的特
色。”为此，合作社不仅专门建设了饲
料加工厂，还请来专家设计配方，购进
优质基料后，按比例添加本地种植的玉
米及豆粕、维生素等制成饲料。此外，
还添加枣核、枣肉等枣加工副产品，让
鸡蛋营养和品相双提升。目前，合作社
的“星宇亮”牌鸡蛋走进了天津、北京
等地的商超，每公斤能比普通鸡蛋多卖
1元钱。

位于泊头市王武镇蛋鸡现代农业园
区的泊头奥胜家庭农场，则通过改善养
殖环境让蛋品更加高端。

“现代化养殖，把物联网等应用到
养殖管理中，不光提升了养殖效率，还
能增效益。尤其是新型环控技术，可根
据室内温湿度、氨气浓度自动开启风
机、水帘等设备，为蛋鸡营造适宜生长
环境，减少疾病的发生，提高产蛋
率。”农场负责人赵国栋说，以前，他
们这里产的鸡蛋都脏乎乎的，现在，少
了尘土和杂质，鸡蛋外形美观，能走向
天津、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市场。

每个棚里有温度、湿度及氨气探测
头，风机全部采用变频设施，粪带也由
传送式改成了自动刮粪板……为了让养
殖环境更加精细可控，泊头市现代蛋鸡
产业园区同样引进了不少现代养殖设备。

“棚内高温、高湿、高氨气浓度，
鸡蛋就容易坏。采用现代化养殖，这些
问题迎刃而解，从源头就把鸡蛋质量控
制了。”孙万智说。

坚持科技与质量，公司的现代化蛋
品加工中心更将现代技术应用得淋漓尽
致。喷雾、紫外线杀菌、声呐检测裂
痕、光照透视、烘干、喷油……这是公
司特意从荷兰引入的生产线，可精准检

测鸡蛋质量，不放过一个劣蛋。就是凭
借这条流水线，只需10多个工人，便可
完成一天60万枚鸡蛋的加工任务。不仅
如此，借助先进科技，园区内所有鸡蛋
均被喷码标明出生日期、地点等信息，
建立起溯源系统，保证食品安全及生产
安全。

“普通鸡蛋一枚卖3毛钱时，俺们这
儿的就能卖到一块一。有的高端富硒
蛋，一个卖到 4 块钱还得提前预订！”

“万雉园”的“五谷蛋”从来不愁销。

变废为宝 粪污成为致富金山

这段时间，泊头五谷鸡优养基地的
有机肥加工厂很是热闹。不少种植大户
来到这里，参观肥料生产工艺，学习种
养结合、科学种田的新技术。

“你一个养鸡的，咋又来搞肥料
了？”见到孙万智，不少农户笑侃道。

“这几年一直提倡化肥减量，化肥
减下去，咱农田吃啥？我们建肥厂，让
养殖粪污变成有机肥，不仅粪便有了好
去处，咱农田还能吃上有机肥，这不是
双赢的好事儿嘛。”孙万智回道。

从养殖延伸到有机肥加工，转折点
原是让养殖场头疼的问题——鸡粪。确
实，这些年，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日
益增多的粪污成了个“老大难”。以
前，园区也曾配套建设了粪污发酵中
心。只是，采用露天槽式储存方式，不
仅处理粗放，而且气味刺鼻，效果差强
人意。

“养殖场一天就可产生上百吨鸡
粪，如果处理好了，产生优质肥料，一
年能辐射10多万亩农田，那样，真是一
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儿。”多年求索，孙
万智终于将目光锁定在粪污发酵工艺
上。

进料车间里，土状颗粒堆积如山，
这些都是外购来的牛粪、羊粪等原料。

另一侧，则是醒目的庞大罐体。“基于
土壤和原料 PH 值，将鸡粪、牛粪、羊
粪等按比例混合后，全部倒进咱这发酵
罐，采用‘72℃密闭好氧发酵工艺’，不
仅可彻底杀灭粪便中的有害病菌和虫
卵，保证肥料熟透，还能提升肥料中的
有机质比例。”

采用这种罐体发酵工艺，肥料厂每
年可处理畜禽粪污10万吨，生产有机肥
三四万吨。今年，他们还计划扩建 5万
吨处理罐。

正是这由废到宝的转变，才让孙万
智把发展的目光又聚焦到了种植业。

“现在，好肥是有了，可很多农户还不
知道如何用。我们专门成立了测土配方
实验室，推广‘一户一测土、一片一配
方、一物一套餐’，帮土地缺啥补啥。
通过种养结合、精准施肥，让更多农户
受益。”为此，他们还申请了泊头市绿
色种养循环农业实验项目，农民购入有
机肥，可享受半价补贴。这个项目辐射
面积达10余万亩，农民预计可增收3000
多万元。

让养殖粪污有个好去处，沧县大官
厅蛋鸡现代农业园区也打造出“原料种
植+饲喂蛋鸡+鸡粪还田”的产业模式，
由合作社与当地农户签订单，将鸡粪还
田，用于周边地区玉米种植，再回收加
工成饲料喂鸡，形成循环农业。泊头市
王武镇蛋鸡现代农业园区同样重视种养
结合，养殖产生的畜禽粪污通过堆积发
酵，由专车转运到饲料基地、农作物种
植基地等进行综合利用。

如今，这场种养结合的“绿色革
命”已席卷了园区越来越多的养殖基
地，粪污也成了致富的金山。

近日，走进海兴县高湾镇东南村，
农田里绿意勃发。生机勃勃的玉米地
边，矮下一截的大葱甚是醒目。走近
瞧，一垄垄葱苗长势喜人，不远处，几
名工人正手持机械，隔着一排排葱，在
垄间行进。

“这是忙啥呢？”见有人走近，记者
忙问。

“培土。你看，机子走过，葱两侧
的土台是不是高了些。土能培多高，葱

白就能长多高。”对方介绍。交谈中，
记者得知，他正是这片大葱种植基地的
负责人，名叫霍广军。

“我看有地方已经开始收葱了，你
们咋才培土呢？”

“你说的那是日本葱，做葱干用。
我们这儿种的是章丘大葱，还得再培两
回土，有个把月就能收了。这个品种以

‘高、大、脆、白、甜’著称，主要是
鲜食。”霍广军说道。

他说，东南村本没有种植大葱的历
史，前两年，看到大田作物种植效益有
限，他们特意跑到山东取经，听说章丘
大葱收益可观，这才引来试种。

“章丘大葱种植技术成熟，我们也
不怕辛苦，有不懂的就开车去看去学，
管理上没遇到啥难题。”为了种好大
葱，除了从原产地引进苗、肥、药，霍
广军和两位合伙人还商量着购入了移栽

机、培土机，走上机械化种葱的道路。
这样一来，不仅种植管理更加精细规
范，还大大节省了人工。

5月栽苗，10月收获，头一年只试
种了20亩地，但是大葱长势良好，最好
的一根足足有 1.2 公斤沉，大大鼓舞了
他们。

“试验证明，咱们这盐碱地别看
旱，只要是有水浇条件，还是比较适合
种葱的。而且大葱喜欢生地，这边从来
没种过葱，正适合。”让他们觉得省心
的，还有大葱的销路。去年，他们都没
出去找客商，因为老往山东跑，客商摸
着信就来了。

“地头上拉葱，只要一公斤能卖到
1.6元，效益就差不了。去年，俺们这亩
产达 5000 公斤，一亩地纯收益 5000 多
元。”

看到大葱里的致富潜力，今年，在

东南村“两委”班子的推动下，他们又
加快土地流转步伐，将种葱面积扩大到
了100多亩地。

“通过推进土地流转，种植大葱，
俺村已蹚出一条农业产业创新发展的新
路子，现在，不管是把地流转出来的农
民，还是种葱的农户，收入都提升
了。”东南村党支部书记霍广平说，东
南村现有1648亩耕地，其中水浇地1200
亩。接下来，他们还要通过自发流转、
委托流转、土地入股等多样化流转模
式，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推广大葱
的机械化种植，为致富增“冲”劲儿，
让兴旺的农业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源头
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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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醒

叶片“生锈”别大意

提早下手防蔓延

近日，玉米南方锈病在
我市一些地块发生，并有流
行蔓延趋势。尤其在种植密
度大、通风透光差、地势低
洼且偏施、多施氮肥的田块
发病严重。

据悉，玉米南方锈病是
一种靠气流传播的流行性病
害，发病时，在叶片上散生
黄色小斑点，病斑隆起，呈
圆形或椭圆形，黄褐色或红
褐色。植株生长后期，会在
病斑上逐渐形成黑色突起，
破裂后散出黑色粉状物。锈
病发生会造成植株叶片褪
绿、不能正常进行光合作
用，严重时叶片干枯，植株
提早衰老死亡。高温多湿、
多雨、多雾季节常易引发病
害流行，9 月降水和降温来

得越早，锈病的危害机会越
大，严重可致玉米绝收。

防治玉米锈病，应提
早下手，力求在零星发病
时及时防治。可在病害发
生初期，结合防治玉米大
小斑病、弯孢霉叶斑病，
使用 75%肟菌酯·戊唑醇水
分散粒剂，或 40%唑醚·戊
唑 醇 悬 浮 剂 兑 水 均 匀 喷
雾，均可有效控制该病的
发生和蔓延。同时加配甲
维·茚虫威 （或其他杀虫
剂） 加云苔素内酯加磷酸
二氢钾起到“一控双提”
防病治虫增产的效果。

梦鹤整理

内外兼修内外兼修内外兼修“““萄萄萄”””人欢心人欢心人欢心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远看玛瑙紫溜溜，近
看珍珠圆溜溜，掐一把水
汪汪，咬一口甜到齁……
吴桥县胜彦粮棉种植专业
合作社的葡萄又熟啦！

说起葡萄，合作社负
责人王振荣满满自豪感。

“有些新品种熟了，俺都不
敢在微信朋友圈招呼，就
怕一发图，人们来了摘没
了，给预订的老顾客留不
住。”她说，虽然自家的葡
萄每公斤比市场价贵了不
止一两元，却也不妨碍它
们被争相订购。

“ 呦 ， 这 葡 萄 可 真
甜！”“还真是，你尝尝，
这边这种味道更香。”……
这不，来到王振荣的采摘
园，还未见到人影，便听
到了不少人声，循声望
去，原来是两个游客交流
着“吃货”体验。

“你们摘的这是蓝宝
石，果形像手指细长，滋
味可口，特别受欢迎，下
手晚了可吃不上。”王振荣
打趣道。“这边还有蜜光、
白鸡心，滋味都不一样。”

听她这么一介绍，才
知这小园子看着不起眼，
实则“藏龙卧虎”。

“别看俺这葡萄园才 3
亩地，光品种，就种了十
几个。除了刚说的，还有
阳光玫瑰、超峰、巨玫
瑰、葡之梦……”她一一
数到的，不仅有时下备受
市场欢迎的品种，还有很
多竟是不多闻的新品种。

可从葡萄栽植再到丰
果期，少说也要 3 年时
间。“你这眼光够超前。”
记者不禁感叹。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人们都喜欢尝新鲜。有特
色才有市场，而且众口难
调，少量多种，才能圈住
更多人的心。”只听她笑
言，“当时俺们买苗，特意
考虑了种植周期，如果种
市场上的老品种，再过 3
年，可能会面临淘汰。但
是新品则不同，虽然苗
贵，但有了这 3 年的培
养，结果时应该正流行。”

不仅如此，为了避免
集中上市可能带来的滞销
隐患，这些品种的上市时
间，也被她安排得妥妥当
当。如今采摘园中最早成
熟的葡萄 7 月底就能上
市，晚熟的，能一直摘到
霜降。

擅尝鲜，种植的功夫
也不容小觑。王振荣内外
兼修，成就了一颗真正的
优质果实。

“现在人们注重食品安
全，尤其是有时候打了农
药的东西，人们吃着不舒
服，俺们种起来也难受。”
因环保压力从橡胶行业转
型，王振荣格外重视农业
生态安全。在种植之初，
她就尝试着无药管理，为
了保证果品和产量，她还
向一些动物帮手求助。

悠闲漫步的柴鸡、大
鹅，就是实现果实健康成
长的好帮手。这些小家
伙，是天生的除草、捕虫

“小能手”。有了它们的护
卫，就能减少除草剂、除
虫农药的侵袭，这才守住
了“绿色”初心。

让养殖场头疼的污
废，来到王振荣这里，也
成了宝贝。腐熟发酵后撒
到地里，便是帮助葡萄茁
壮成长的营养剂。也正是
有了这样有机底肥的助
力，她这里的各种水果都
滋味十足。

种得多了，看得广
了，王振荣的种植头脑也
更加科学了。她还尝试着
使用一些生物菌肥改良土
壤，让植物成长的摇篮更
加健康。不仅如此，为了
防病、防虫，她还从葡萄
种植交流群学来了新技
能，使用酵素当作叶面
肥，为植株强身健体。

“俺们省人工，人们也
高兴。自己愿吃啥样的就
摘啥样的，口口相传，俺
们的名声就传出去了。”她
说，“现在不少顾客都估摸
着时间提前预订，要是说
晚了，就只能等到明年再
尝鲜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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