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9月5日 星期一
3

责任编辑/朱佳雨 视觉/杨红亚 组版/景小燕 校对/高红英

县域纵横

沿河湾镇云坪村西瓜在安塞小有名气，其中，种植瓜果收
益较好的就有种植户刘战鹏。8月 27日一大早，笔者走进刘
战鹏的种植大棚，他正忙着培育幼苗，一株株绿油油的小苗整
齐排列，承载着下半年丰收的希望。

“我种的水果，口感好，价格也高些，一年收入个十来万元
不在话下。”聊起水果，刘战鹏滔滔不绝，黝黑的脸上焕发出光
彩，眉眼间漾着笑意。

今年59岁的刘战鹏是安塞区沿河湾镇云坪村村民，多年
来，种过蔬菜也种过水果，在村“两委”的帮助下，他近几年一
直靠种水果为生。

“近几年，种西瓜、小瓜、葡萄、蔬菜就是我们村的特色产
业。我以前也种过别的，还是种蔬菜、水果好，价钱高、销售
快，相对来说收益也快。几年的种植经历也让我有了些经验，
现在的品质越来越好。销售这方面，我也不愁，信赖我品质的
老客户还是不少。”刘战鹏边说边忙活着手里的活。

刘战鹏和妻子整日就泡在大棚里，大棚的日常管理、采摘
都是他俩亲力亲为，虽然辛苦，但是刘战鹏的脸上一直挂着笑
容。

“种大棚工作强度也不算太大，时间也自由，苦也不重，收
入还稳定。不出家门就能挣到钱，还能照顾家里的生活，这叫
什么都不耽误啊。”刘战鹏笑着说。

今年以来，云坪村把大棚果蔬产业逐步向科学化种植、规
范化发展、产业化经营模式转变，持续壮大村上特色农业产业
和乡村文化，不断激发村民生产动力，实现增收致富、助力乡
村振兴。

“现在，农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生活也越来越好，这还得
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感谢村上的帮扶干部，是他们一步一
步把我们领上了致富路。”刘战鹏由衷地说。

“尤其是去年疫情的时候，外地客商进不来，我们又出
不去，村上的瓜果蔬菜大量滞销，多亏咱们的领导干部们帮
我们多方联系，才使得村上囤积的蔬菜销售一空，这才把我
们的损失降到最低。”回想起这几年来的种植经历，刘战鹏
十分感激。

据了解，沿河湾镇云坪村下设3个小组，村上主导产业有
葡萄、西瓜、大棚蔬菜等。采用支部引领，着力培育和发展特
色农业产业和乡村文化，带动村民经济收入。目前，云坪村
葡萄种植园有 210余亩，五代新型大棚27座，发展规模养殖4
户。

“收拾牛圈、割草、粉碎草料、喂
牛、清洗奶牛、挤奶、拌料、饮牛、打包
装奶、送奶……”这就是一个养奶牛人
每天周而复始的工作单，既忙碌而又
枯燥。

近日，笔者来到安塞区沿河湾镇
云坪村上散养奶牛的养殖基地，见到
了返乡创业饲养奶牛的刘塞明夫妇，
去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

“当初还是在我连哄带骗情况下
才说服他养奶牛的。当时，云坪村上
就有一家外地人散养奶牛，因为管理
不善，奶质也不好卖不出去，不得已情
况下，要对外转卖，村上谁都不敢接
手，我就萌发了接过来养的念头。”回
想当初选择时，马梅梅打开了话匣子。

39岁的刘塞明之前是开货运大车
的司机，几年来，年年在门外跑，钱没挣
多少，还没有时间陪伴家人。在这种情
形下，正好云坪村外地人散养的奶牛场
要对外转手，有想法、有胆量的马梅梅
在心里就萌生了养奶牛的想法。

没想到丈夫听后一口回绝，虽然
没有饲养的经历，但深知养奶牛辛苦，
刘塞明心里一百个不乐意。

在妻子马梅梅的软磨硬泡和亲戚
们的鼓励下，刘塞明的思想工作终于
做通了，马梅梅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
了。贷款、借钱、谈收购价钱……干劲
十足的马梅梅一直到处奔波。

2017年 7月，刘塞明和马梅梅的
养奶牛事业正式开始了。挤奶、送奶、
割草、清洗奶牛、清洗牛栏、打扫圈舍、
消毒就成了这对夫妻的日常。

“最初饲养奶牛没什么经验，奶牛
得病得不到医治，还死过奶牛，可心疼
了。”马梅梅说，一次，有头奶牛产后有
病，她请来当地兽医来诊治，兽医一听
说一头奶牛价值1万多元，吓得不敢医
治，拿起医药箱就走。没办法，为摸索
奶牛饲养方法，她不仅在手机上查阅
了《牛病防治手册》《奶牛高效益饲养
技术》等资料，还跑到延安周边一些有
经验的养殖户那里讨方法、找经验。

在不断地摸索中积累了一些经验，现
在每逢发现奶牛有病症，就从书本上
找出治疗方法，然后自己给奶牛打针，
多年来，她逐渐掌握了奶牛饲养方
法。如今，只要看一眼奶牛，便能看出
它们的精神状态，并以此为依据，判断
身体状况。

“奶牛其实挺娇贵的，饲养可要十
分留心，尤其是刚出生的小牛犊，要像
照顾自家小孩一样，可要细心了。”说
话间，马梅梅拿过铲子开始打扫起来
牛圈。

“奶牛是食草动物，食量很大，每
天要吃三顿，一头牛一顿大概要吃 3.5
公斤精饲料、10多公斤草，再加上适量
的水，一天可费钱了。”刘塞明边说边
指着远处的青储池，“这些草都是我们
和附近农户们买的，储藏下冬天吃，现
在正值夏季还好些，每天出去割些青
草，再辅以玉米粉、豆渣等喂养。”

谈起养牛的技术，刘塞明顿时打
开了话匣子：“牛吃的草料可关键了，

食料直接影响着奶牛的产奶量，只有
草料与饲料配比得当，奶牛才会营养
均衡，产奶量才会高，奶质才好。”

“虽然养奶牛辛苦，但生活很充
实，现在我每天送奶八九十斤左右，效
益还是可观的。”刘塞明说，每天下午
他都穿梭于安塞城区，送自家产的鲜
牛奶。一天下来要跑近百公里，日复
一日的往返，客户也越来越多，有些客
户从他开始养奶牛起就订他的鲜牛奶
一直到现在。手里有了余钱，夫妇俩
也从接手的 9头奶牛增加到现在 24
头。靠着养奶牛，夫妇俩供养了两个
儿子上学，偿还了十多万元贷款和亲
戚们的借款，奶牛场也搬了“新家”，还
增添了新挤奶设施，挣下奶牛场这份

“家当”。
如今，这对夫妇的养牛事业已经

坚持了5年了。从扛起这份事业来，他
们就坚信“干了就一定会有收获，日子
会越过越好”，马梅梅和丈夫靠勤劳的
双手“犇”向了致富路。

红霞散天外，掩映夕阳时。傍晚的
安塞区沿河湾镇云坪村大队部广场十
分热闹，经过一天劳作，村民们在凉亭
的水泥凳上、乒乓台案上，三三两两在
闲聊中等候他们最爱看的节目登场。

伴着喜庆的乐曲，只见广场舞大
妈们身着整齐的服装，一边擂着腰鼓，
一边翩翩起舞。

这就是云坪葡萄姐妹秧歌队，演
员们的平均年龄都在 50岁左右，白天

她们劳作在田间地头，傍晚时刻都会
按时相约在村里的广场舞聚集点，用
她们饱满的热情来诠释农村人最朴实
的情怀。

秧歌队负责人马梅梅说：“村上的
秧歌队老早前就有了，只是平日里大
家都忙着干农活了，也没人组织和张
罗，自打去年我担任村上的妇女主任，
就想着让大家在忙碌中都红火起来，
舞出快乐，舞出健康。”

性格开朗大方的马梅梅是村里的
女强人，更是全村产业致富带头人，在
她的带领下，经过姐妹们的共同努力，
才有了这支活力四射的民间秧歌队。

为什么要叫葡萄姐妹秧歌队？64
岁的葡萄种植户蒋生英说：“葡萄本来
就是我们村的一个支柱性产业，秧歌队
的姐妹们也大都是葡萄种植户，所以我
们就给我们秧歌队起名叫‘葡萄’。”

“如今我们秧歌队成气候了，也有
收入了，去年过年大家挨家挨户沿门
子闹新春，还挣得2万多元呢。”秧歌队
崔学风高兴地说：“我也有一亩多葡萄
园子，虽说今年雨水多，光照有些强，
温度高，但最低还是会收入 1万元，作
为一个农村妇女，地里的活也没耽误，

自己的这份爱好也没撂下。”
云坪村的劳动力大多都是中年妇

女们，男人们都出门打工挣钱了，女人
们忙完家里忙地里，生活虽苦，但也不
忘给自己找点儿娱乐活动，给生活加
点“糖”。

“前段时间，我们还有幸参加了
‘全民健身日活动’，虽然没拿上奖，但
我们能有这次上台展示的机会已经很
高兴了，今后大家的积极性也会越来
越高。”秧歌队队员王红玲笑着说。

村上妇女们喜气洋洋地生活劲
头，仅仅是云坪村近年来大力丰富村
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个缩影。笔者
了解到，近年来，沿河湾镇云坪村结
合乡村地理优势、资源优势，持续壮
大村上特色农业产业和乡村文化，
不断激发村民生产动力，实现增收
致富、助力乡村振兴，倾力打造产业
兴、乡村美、农民富的社会主义新农
村。特别是，云坪村除了大力发展
特色农业产业之外，同时发展乡村
文化，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和参与性，
既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提
升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使乡村
文明焕发新的气象。

“人家后生有志气、头脑活、乐于
助人、踏实厚道，将来的光景会越过越
好。”在甘泉县下寺湾镇龙咀沟村，人
们提起刘继红都纷纷竖起大拇指。近
日，笔者来到刘继红家，一探他养羊背
后的故事。

自力更生，创立产业

龙咀沟村位于下寺湾镇东南 6公
里处，是典型的偏远拐沟村。现年 40
岁的刘继红，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龙咀沟
村人，原来在采油厂工作。由于文化不
高，家庭条件一般，随着孩子渐渐长大，
刘继红家的负担越来越重。他一直在
不停地思索发展什么产业合适？

头脑灵活的刘继红经过多方面考
察论证，决定走养羊的产业路。“说话
容易，真正办一件事难呀！”刘继红说。

首先是资金问题，要选优质羊品
种，规模也得上去，这需要一笔不菲的
资金。目标确定好，刘继红开始付诸
实施。2020年春天，他多次到镇政府
和银行咨询，抓住县农综办驻村帮扶

的机遇，依托镇政府和县农综办的牵
线搭桥，刘继红很快办理了 60万元的
贴息贷款。“还是党的惠民政策好呀，
为咱老百姓考虑得很周道。”刘继红感
慨地说。

有了资金做后盾，刘继红购买了
260只湖羊，修建了长125米宽23米的
养羊场地，政府当年连羊带棚就给补
了 42万元，这大大减轻了刘继红的负
担。为了方便养羊，他在修羊场的时
候，顺便给自己挖了一孔长 8米的土
窑，真正发起了羊“财”。

专心致志，念好羊“经”

“羊有了、羊圈盖好了，但这仅仅
只是个开头，得和羊朝夕相处，摸索养
羊的窍门，攻克群羊管理、疫病防治的
难题，才能使羊健康生长。养羊最怕
的是群灾群病。”刘继红说。

在日常喂养过程中刘继红投入了
大量热情和精力，到县畜牧局、镇兽医
站请教。镇政府每次邀请养殖专家到
村授课，刘继红场场不拉地去听课，经

常向专家请教有关养羊的知识。
刘继红白天带着干粮到养殖场观

察着羊的情况，晚上挑灯学习养羊知
识，边学习、边实践、边摸索，发现羊群
的生活规律，总结出一些养殖经验。
现在一些普通的羊病，不用问人刘继
红自己就可以动手配药医治。

天道酬勤，经过一年的努力，他自
己整理出了一套养羊“经”。羊群的规
模稳步上升，240余只母羊在 2021年
产下并存活200余只羊羔，养到能出栏
的时候，以每只平均价650元出售。

看着存栏的羊羔，刘继红欣喜地
说：“这些羊是我摆脱穷日子的宝
贝。”他粗略地算了一笔账，新生的
280 余只羔羊，长大后上市，除去防
疫、饲养等费用，至少能收入八九万
元不成问题。目前，他的羊场共存栏
600余只湖羊。

思利及人，福泽桑梓

走上致富路的刘继红，并没有停
下脚步。他在不停地思考着，自己一

家富起来并不算富，有一些乡亲还在
外面打着工，再看看龙咀沟村如此得
天独厚的畜牧资源，刘继红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

能不能动员其他农户发展养殖
业，走共同富裕的路子呢？带着这些
问题，他主动和村党支部提出自己的
想法，得到村党支部的大力扶持。

有了思路，刘继红利用闲暇时间，
对有养羊意愿的农户进行宣传，帮助
他们购买优种羊，尽己所能把所学的
养羊知识，传授给其他养羊户。在刘
继红的带领引导下，目前，龙咀沟村共
有养湖羊、山羊 30余户，年存栏 4000
余只，养羊成了全村经济发展的支柱
产业。

“全凭继红天天上门做工作让我
养羊了，要不然我哪能有现在的收入
呢？”村民高利娃感激地说。

谈及未来，刘继红信心满满，他
说：“接下来我不仅会继续养好我的
羊，还会不断扩大养殖合作户，带动周
边村民共同致富。”

8月 26日，来到甘泉县下寺湾镇龙咀沟村李金伟的养鸡
场，只见一只只鸡毛羽鲜亮，或在鸡舍撒欢遛弯，或在角落孵
蛋。

“现在鸡蛋一盘的发价是 19元，再也不用和别人开口借
钱买饲料了。”李金伟一边捡着鸡蛋，一边笑着告诉笔者：“县
城美家超市定购了50盘鸡蛋，美味酒家定购了30盘……”

今年30岁的李金伟，是地地道道的龙咀沟村人。2016年
前，他是一名电工，一年下来能赚 5万元左右。2016年结婚
后，他有了更强的责任感，正好赶上政府当时的好政策——只
要愿意养鸡，政府给免费建造养鸡棚。

李金伟和老婆商量后，瞅准时机，拿出17万元，花8万元
买了设备，又花9万元从铜川买回来5000余只鸡苗。

“养鸡要讲究科学喂养，注意季节变化、食物配比、常见病
预防、鸡舍环境。”聊起养鸡心得，打开话匣子的李金伟侃侃而
谈。“更重要的是心要真、体要勤。”李金伟说。

“我第一年养鸡的时候，只管把鸡按时喂好，根本没注意
到鸡的变化，没想到鸡感冒了，连续一个月就死了 200余只，
可把我心疼坏了。”李金伟回忆起创业初期的艰难。

看着一只只死鸡，李金伟在心痛之余，积极采取补救措
施。他向周边养殖大户请教，上网查阅资料，看养殖视频，边
学习边摸索总结经验。

慢慢地，李金伟积累了一些养殖经验，为了保证鸡蛋的品
质，鸡饲料全部采用玉米、苜蓿、麦麸等配制，但那时一盘鸡蛋
才6元，让李金伟算过之后还赔了15万余元。放弃养殖？要
强的李金伟在心里对自己说：“不，不能放弃。”

在李金伟的坚持下，鸡场逐渐走上了正轨，到了蛋鸡该退
槽时，李金伟通过微信推广、亲朋好友介绍、到农贸市场销售
等方式，不到20天的时间就把蛋鸡全部卖掉了。

第二年，李金伟还采取同样的办法买回 5000只鸡苗，在
当地银行贷了10万元用于买饲料，那年他赚了10万元左右。

在他的辛勤努力下，靠着养鸡场，他买了一辆送鸡蛋的
车，2021年全款在县城买了一套房。

随着养鸡场的生意越来越好，对于未来，李金伟信心十足
地说道：“我现在发展致富的信心更足了，接下来我还将继续
扩大养殖规模，带领更多村民致富。”

返乡婆姨汉养牛记
通讯员 潘燕燕

相约在村头 舞出幸福来
通讯员 潘燕燕 李青梅

果蔬大棚种出好“钱”景
通讯员 李青梅

李金伟：

办起养鸡场“啄”开幸福门
通讯员 范筱霞

刘继红：赶着羊儿发“羊”财
通讯员 范筱霞

● 刘塞明喂牛

县区动态 XianQuDongTai

● 马梅梅挤奶

● 村民们扭秧歌 ● 李金伟收鸡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