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破除养殖户心结，提升发展内生动力

“良红，鸡棚情况怎么样？ 你那里现

在存栏量是多少？ ”突然间，伴着摩托车

马达的声响，一个带有黔西“风味”普通

话的声音打破了宁静。 喊话的是上海圣

华公司派驻在谢坝基地的负责人汤治，

他每天都要挨个摸排鸡棚情况。

“汤场长，现在十几个鸡棚，包括未

脱温的鸡苗在内，大约存栏 2 万羽。 ”谢

良红回答称，目前养殖情况总体正常，只

是有几只鸡被“咬了”。

老鹰、野猫、野猪、蛇……区别于平

原上的棚养鸡， 遵义林下鸡在成长过程

中会面临诸多野外天敌的考验。

除了加装夜灯驱散驱离野兽之外，

谢良红平时能做的就是晚上睡觉时 “把

耳朵张开”。 他和妻子平时就住在山上，

距鸡棚很近 ， 一听到鸡群焦躁的叫

声———那准是发现了天敌， 即便不被其

直接伤害， 鸡群集中后引发踩踏压迫的

可能性也非常高。 这时候他便会立马起

床 ，打着手电前去驱散 ，待鸡群稳定后

返回。

第二天清晨 5 时 30 分， 天蒙蒙亮，

谢良红把妻子叫醒，两人擦了把脸，顾不

上吃早饭，便前往鸡苗棚查看。 走进 18

号棚，抬头看了眼温度计，还未到 30 摄

氏度，两人迅速给炉子加煤，保证鸡棚里

的温度维持在 33 摄氏度左右。 之后，两

人要给喂饲桶加料， 一旦看到小鸡过度

拥挤，还要及时疏散。

18 号棚的鸡苗已经出生 7 天，夫妻

俩用从汤治那儿学到的技术，点上蜡烛，

给小鸡烫嘴和爪子，防止小鸡“打架”互

相伤害。

汤治是上海圣华的资深养殖专家，

去年来到谢坝。刚来之时，他也对谢坝发

展林下鸡产业信心不足， 甚至还打起了

退堂鼓。“基地一期几万羽鸡，从清理、接

雏、温度、通风、湿度、密度、饲喂、饮水、

光照到疾病治疗、日常管理，一个帮手都

没有。 我打电话给总部，说‘这实在养不

了，我得回去’。 ”

圣华集团总经理林瑞柱一听也急

了。 这是圣华第一次在上海之外布局自

营养殖基地，他知道在 1700 多公里外创

业不易， 所以特意挑选了贵州籍的养殖

专家来此管理。 若是连汤治都坚持不下

去， 那基地也就岌岌可危，“‘产得出’是

打造林下鸡产业的基础， 当务之急是为

汤治找到帮手。 ”

为什么有固定分红、务工工资拿，村

民们却不想入股养殖合作社呢？

东礼居社区书记吕炼主动加入了基

地的动员队伍。起初，有村民不好意思地

跟他说：“我们有‘懒’病，养不了。 ”

难道村民们真的是因为过惯了自由

自在的日子， 不愿受约束才不想加入合

作社？ 有着多年基层工作经验的吕炼认

为， 这些绝不是村民内生动力不足的主

要原因。

随着工作的持续， 越来越多的村民

开始向他袒露心声———“还是怕呀，没有

信心 ”“我们这交通又不方便 ， 能卖给

谁？ ”“卖不掉还要喂，越喂越亏”……

“其实所谓的‘懒’，就是条件有限，

风险意识高，不愿做突破。”找到症结所在，

吕炼开始调整动员策略， 向大家说明圣华

是上海龙头企业， 规模大且拥有全产业链

条，在上海有畅通的销售渠道，完全不必担

心销售问题。

反复劝说之下， 谢良红夫妇决定试试

看，成了第一批养殖户。 可没过多久，他俩

又离开了基地，汤治再次孤军奋战。

谢良红夫妇的确有苦衷： 配套尚不完

善：水管太细，需要挑水；电压不稳、夜里断

电；道路受限，运输困难；到了雨季，排水系

统不畅也让两人吃尽了苦头。“养林下鸡最

怕的不是生物天敌，而是山区突发的暴雨，

抢救不及时，顷刻间血本无归。 ”谢良红记

得， 好几次暴雨来袭， 他顾得了东顾不了

西，总有鸡棚难逃被水淹的厄运。妻子哭着

跟他说：“养不活，这么累，别养了。 ”

困难重重， 可包括吕炼在内的几位村

干部不甘心这个项目就此夭折。 大家心里

认可林下鸡项目，开会时提出要拿出 14 万

元为基地改善基础设施。 汤治苦口婆心将

熟悉工序的谢良红又请了回来。

谢良红也十分庆幸自己重新加入了林

下鸡团队。 虽然，一整晚，他的睡眠断断续

续，一直到早上 9 点多才能空下来吃早饭。

但只要能赚到钱，就顾不上累。 这个暑假，

他为两个儿子各买了一双数百元的名牌运

动鞋，接下来还准备为他们配置手提电脑，

希望他们能像城里的孩子一样成长，“我们

吃的苦，不能再让孩子们吃了。 ”

市场为核心，倒逼生产流通环节改进

去年国家扶贫日前夕， 谢坝基地收

获了第一张订单。

“运得出” 是打造林下鸡产业的保

障。根据前期规划，林下鸡采取更为直接

的“点到点”模式，将活禽从贵州拉到上

海的现代化屠宰场，进行屠宰加工。

在这之前， 贵州全省都没有运送活

禽到上海的先例。 对上海援黔干部们而

言，这又是一次充满考验的全新尝试。

在沪黔两地农业部门的全力支持

下， 林下鸡取得了贵州省第一张活禽进

沪备案； 从未开具过动物检验检疫证明

的谢坝乡， 也开出了编号为 000001 的

证明。

从收到订单的那一刻， 直到林下鸡

入沪，李国文全程绷紧了弦，处理着一个

又一个突发情况。

去年 10 月 15 日， 首批 2700 羽林

下鸡在谢坝装车， 村民们在道路两旁夹

道欢送。 此时的李国文， 正在上海协调

消费扶贫事宜， 他时刻关注着林下鸡进

沪的全过程 ， 计算距离 、 时间 、 过路

费、 死亡率、 减重率， 积累经验为下一

次运输提供更完备的服务。 “第一车成

本很高， 车费、 鸡笼、 篷布算下来， 一

只鸡的运费为 6 元。 运输过程中也有一

些损耗， 但毕竟是第一次。” 李国文表

示， 目前林下鸡运输过程中的死亡率已

控制在千分之一以内。

首批林下鸡一进入上海市场， 就受

到了上海市民的热烈欢迎。 计划中三天

的销量，结果两天就卖断货。如此热度传

回谢坝，乡亲们有些难以置信。吕炼和汤

治决定趁热打铁， 在村子开设的新青年

技校专门安排养殖技术课。不仅是谢坝，

周边乡镇都有人来听课，没有座位的，就

在门外窗边旁听。

“从最初的没人愿意干，到现在大家

争着来 。 老百姓的精神状态发生了改

变。 ”在李国文看来，正是谢坝乡林下养

殖示范基地这种自营模式， 通过上海专

家手把手地教当地群众科学养殖方法，

以养代培，提升了养殖户规模化、科学化

养殖能力， 在当地形成了一支带不走的

养殖技术队伍。

自营模式的成功， 让当地不少人愿

意投身于林下鸡养殖。 但圣华公司却想

得更远， 林瑞柱认为自营模式需要一位

既能让企业放心， 又能和当地干群充分

沟通的管理者， 可在当地这样的人才目

前还极少。

为此， 林下鸡产业又发展出一条订

单模式。 碧峰镇羊坎鸡场的养鸡能手向

超，负责在雏鸡 30 天脱温期后 ，公鸡 2

个月、母鸡 1 个月的育肥工作，一个季度

的销售额超过 10 万元。相关的保险支持

政策也让他十分安心———每只鸡的保费

为 1 元，他只需要支付 1 角，其余由补贴

支付。尝到甜头的他，准备进一步扩大订

单规模。

援黔干部积极与上海市商务部门沟

通联系，以“遵品入沪”为突破口和关键

点， 进一步加大产销对接力度， 通过线

上+线下双重模式 ，进行 “双轮驱动 ”式

售卖。在线上新兴渠道，正安林下鸡借力

“上海五五购物节”， 通过各种形式进行

直播带货活动，成为销量排行榜的“当红

炸子鸡”。

在线下传统渠道， 借助上海市各区

商务委和相关企业的支持， 林下鸡已在

各大卖场以及各区的标准化菜市场、农

贸市场和生鲜店建立了 30 个销售网点。

下一步，林下鸡产品还将围绕生态、扶贫、

公益三项理念，进入上海社区。

单从难度上看， 养殖环节是最难的，

特别是育雏阶段， 稍不留意就可能造成鸡

苗死亡。 但在上海市商委援黔干部、 遵义

市商务局副局长徐剑锋看来， “卖得出”

才是打造林下鸡产业的核心， 生产、 流通

环节目前都是围绕销售来开展的， 一切应

以市场为主。

“上海人不喜欢 6 斤重的大鸡，因此林

下鸡重量控制在 3 斤左右， 生产环节要求

做到标准化———同样的食物来源、 喂养时

间，而且要规模化生产、降低成本。 上海人

喜欢冰鲜鸡而非冷冻鸡， 因此流通环节就

要做到，屠宰后 24 小时内运往上海各大商

超、菜场销售，也可通过冷链物流直接配送

到家。 ”徐剑锋说。

农特产品一头连着大山， 另一头连着

市场。传统的产业发展从生产、流通到销售

正向思考， 而林下鸡产业发展之初就将市

场因素前置，用市场的力量倒逼生产、流通

环节的改进。

目前，林下鸡产业已覆盖遵义的多个

县区。 援黔干部利用上海援黔资金，同时

整合国开行定点扶贫和企业自筹等多方

资源 ，全面推进种鸡场 、育雏厂 、饲料厂 、

交易市场、屠宰场以及加工厂等家禽全产

业链建设，以实现上海市场和西南市场的

齐头并进， 把更长的产业链留在贵州，让

更多贵州人民脱贫致富，过上好日子。

谢良红非常享受劳动带来的致富成

果。他的“野心”已不满足于 2 万羽的规模。

他再一次向汤治请求， 希望能进一步扩大

养殖数量。

“你之前不是说一次能卖 100 羽就不

错了嘛？ ”汤治跟他开起了玩笑。

“这不是有上海的帮助吗？ ”如今，“上

海企业+贵州资源”“上海市场+贵州产品”

“上海总部+贵州基地”的模式让谢良红充

满信心，“我得多干活，多赚钱，好日子还在

后头呢！ ”

需能互促，畅通经济循环
“对这批援黔干部而言，肩负的

任务与之前会有不同， 我们一直在

思考，如何巩固脱贫攻坚已有成果，

如何谋划脱贫摘帽后的对口协作。”

在上海第三批援黔干部联络组组长

尼冰看来， 未来援黔工作将聚焦可

持续，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而乡村

振兴的重点之一，就是产业兴旺。

聚焦新起点， 上海援黔工作正

充分发挥上海大市场、大平台、大流

通的优势， 加快培育当地特色优势

产业，增强对口地区内生发展动力。

“我们不可能在遵义凭空 ‘创

造’没有任何基础的产业，也不可能

引导发展没有市场需求的产业。”以

林下鸡产业为例， 它在产业扶贫和

消费扶贫间找到了一座 “桥梁”，把

上海的开放优势、 平台优势与贵州

的自然条件、 资源禀赋更好结合起

来，双向互动、优势互补，既鼓了贫

困户的“钱袋子”，又丰富了上海市

民的“菜篮子”，沪黔协作取得双赢。

“遵义所需，上海所能”与“上海

所需，遵义所能”，如何辩证看待两

者之间的关系？尼冰认为，在推动形成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历史

机遇下， 需能互促不仅是对口协作工

作的重要抓手，也是产业协同发展、畅

通经济循环的必然要求。

“来贵州之初，我们主要想的还是

利用林下鸡补充上海市场的货源；如

今，我们将销售链条延伸至社区，并准

备利用林下鸡养殖基地， 开发更多产

品，向西南市场进军。 ”圣华集团总经

理林瑞柱表示， 产业协作帮助上海企

业加速产业升级， 并找到了更广阔的

发展空间。

目前， 上海援黔干部和当地干部

群众正在遵义打造林下鸡的升级品

牌———“半亩鸡”， 即鸡的林下活动场

地超过半亩。未来，除了在高端商超能

见到这一产品外， 消费者还可通过定

制化服务， 借助摄像头传回的实时画

面，关注活禽的生长情况。

一羽羽振翅而起的林下鸡， 正见

证山海间走向全要素、宽领域、深层次

的对接，合作共赢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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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林下鸡，飞入上海市民餐桌

临近傍晚 ， 太阳逐渐收敛起刺

眼的光芒 ， 从天边坠下 ， 余晖将散

开的白云浸染成斑斓的晚霞 。 芙蓉

江畔 ， 金塘坪的树林在红如烈火 、

橙如枫叶的霞光映衬下， 格外夺目。

绚烂的光影下 ， 成群的花秋土

鸡或脚踩松针 ， 沿着陡峭的红土坡

急速上爬 ， 享用一路上发现的 “美

味 ” 虫儿 ； 或振翅跃起 ， 攀上 2—3

米高的树枝立成一排 ， 悠闲地欣赏

周围的美景。

长居此地的遵义市正安县谢坝

乡东礼居建档立卡户谢良红也在远

处静静坐着 ， 土鸡的散养时段对他

而言也是难得的放松时光。

花秋土鸡是获得国家地理标志

认证的黔北特有品种 ， 体型小 ， 生

长在贵州遵义海拔约 1000 米的原生

态山林中 ， 环境原始自然 、 山清水

秀 、 远离污染 。 加上自幼在枝头嬉

戏 ， 林间觅食 ， 采食多样 ， 活动时

间长 、 范围广 ， 鸡肉丰满有弹性 ，

无论是白切还是煲汤 ， 肉味都鲜美

醇厚 。 然而产业发展的乏力 ， 让这

一特有种逐步退化 ， 就在两年前 ，

有记录的花秋土鸡数量仅仅是保

种中心所剩的最后 1000 羽 ， 岌岌

可危 。

上海援黔干部的到来改变了一

切 ， 通过发展林下鸡产业 ， 不仅实

现了 “土鸡” 变 “凤凰”， 让花秋土

鸡一跃成为极具市场竞争力的品种，

也为谢良红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

变化。

2018 年 8 月 ， 上海援黔干部李

国文挂职正安县县委常委、 副县长。

当时的正安县 ， 是遵义唯一的深度

贫困县， 农村产业基础薄弱。

像谢良红所在的谢坝乡 ， 被大

山重重包围 ， 全乡耕地 70%以上都

是山地 ， 支离破碎 ， 再加上基础设

施落后 ， 谢坝乡贫困发生率一度达到

25%。 乡亲们不是没有走过产业之路 ，

但所有尝试均无法长久。

谢良红今年四十多岁， 前些年一直

脱不了贫。 “两个孩子一个读大学， 一

个读大专， 花销大、 负担重， 再加上四

五十岁的年纪外出打工也很难找到满意

的工作， 家里还欠了近 5 万元的外债。”

他之前种过烤烟， 一亩地能有 3000 多

元收益， 但从 2018 年开始， 烤烟地板

结， 不能续种； 后来又养过鹅， 但山高

路远， 根本不知道能卖给谁……

正当谢良红为生计发愁时， 李国文

来到谢坝调研。

李国文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

之前在杨浦区负责科技园区运营管理，

熟悉产业发展和经济工作。 他认为谢坝

乡绝非一无是处， 无与伦比的生态优势

就是其最大的资源禀赋———田地少， 林

地多， 对种田来说是件坏事， 但换个角

度想， 这正是为发展林下特色产业量身

定制的环境。

合作社体量小， 产业不成规模， 没

有稳定的市场渠道。 产业发展没有利用

好资源禀赋， 更没有从农产品向商品转

换上去思考……反思之前谢坝乡所走过

的各种弯路， 李国文创新采用 “上海龙

头企业＋本地合作社＋贫困农户 ” 的合

作模式， 引入上海圣华公司以养代培，

提升养殖户规模化、 科学化养殖能力；

由合作社组织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养

殖， 再由企业统一屠宰深加工， 面向上

海市场销售。 截至目前， 已有 30 多万

羽林下鸡直供上海市场 ， 通过固定分

红、 务工和订单养殖等形式带动了 500

余户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脱贫。

如今， 谢良红夫妇在养殖示范基地

务工的月收入已超万元， 成为了当地远

近闻名的 “养鸡导师”。 “外债已经还

清， 剩下的钱都存在银行卡里， 孩子们

读书也不再发愁了。” 谢良红说。

记者手记

浦江牵手芙蓉江 林下飞出 “金凤凰”
本报记者 赵征南 通讯员 徐露隽

“遵义所需， 上海所能” 与 “上海所需， 遵义所能” 相结合

地处遵义东北部的正安县，

曾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 、 贵
州省 16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 。

在这里 ， 上海援黔干部利用
“八山一水一分田” “山中林下
生金地 ” 的资源禀赋 ， 唱好
“产得出 ” “运得出 ” “卖得
出 ” “三出 ” 戏 ， 发展出 “好
山好水养好鸡 ” 的特色产业 ，

成功把当地的生态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 ， 让林下鸡成为遵义
农特产品中的 “金凤凰”。

林下鸡产业的发展壮大 ，

正是源于将遵义绿水青山生态
美的资源禀赋和上海消费升级
的市场需求有效结合 。 上海第
三批援黔干部联络组组长尼冰
表示， 今年 3 ? ， 随着正安县
的脱贫摘帽 ， 遵义市实现整体
脱贫 ， 对口协作工作正从 “中
央要求、 遵义所需、 上海所能”

向 “中央要求 、 遵义所需 、 上
海所能 ” 与 “中央要求 、 上海
所需、 遵义所能” 相结合转变。

需能互促， 正当其时。

｜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

未脱温的鸡苗。

谢良红在基地悉心照料鸡苗， 给

它们喂食。

林下鸡野性十足。

（均受访者供图）

①遵义地

区林地多， 具

备发展林下特

色产业的独特

生态优势。

②遵义林

下鸡在林间觅

食 ， 采 食 多

样。

③援黔干

部李国文手捧

鸡苗， 憧憬着

正安县产业兴

旺的未来。

①

② 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