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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午后，记者驱车从商州区杨峪河镇谢塬社区的后山
沿山路盘旋而上，行至 3 公里左右的山坳处，便到了退休干
部林小平的林下生态养猪基地。

记者远远地就看见毛色各异的猪在山坳两面的缓坡上
或奔跑，或觅食，或懒懒地晒着太阳。高处的柿子树、核桃
树，低处的杂草、野生中药材，沟壑间的山泉，这些为猪群提
供了原生态的“安乐窝”。

“猪在果园奔跑，吃落果杂草，可增强体质，减少疾病，最
重要的是可控制脂肪，让肉质变得紧实。猪在林下嗅翻虫
卵，实现了生物防虫。猪粪化作果园里的天然有机肥料，防
治了农业面源污染，真正实现变废为宝，循环种养。”63 岁的

林小平笑着说。
2001 年，林小平与原上赵塬村签订合同，承包了这片

200多亩的集体林地。
“那时，国家大力推行林权制度改革，鼓励私人承包荒山

种植果木，这些树多数还是国家给的苗子。”林小平说。
20年后，当时栽植的小树已亭亭如盖。在国家林改政策

的指引下，林小平先后建成核桃良种园 150 亩、梨园 30 亩、
柿子园 15 亩，共栽植果树 5800 株。“核桃价好的时候一年收
入五六万元。”林小平说。

这片林子曾是村上树立的样板示范林。然而，粗放、单
一的产业结构逐渐导致“增产不增收”的尴尬局面。如何破
解这一难题，当时成了林小平心头的一个结。

林 小 平 仔 细 琢 磨 发 现 ，这 几 年 ，
人们越来越讲究回归天然、吃得
健 康 ，就 连 他 也 时 常 怀 念 小
时 候 的 味 道 ，尤 其 是 猪 肉
的味道。

“过去，猪吃的是田
间的杂草、野菜，一头猪
养 1 年 甚 至 更 久 才 出
栏，是真正的土猪。而
今，猪的成长周期大

大缩短，但是猪肉的口感也不如从前了。”林小平感慨
之余，一个念头随之而来：自家果园就相当于猪的生
态运动场，何不利用这片空地仿照野生环境养猪，既
能留住乡情乡愁，也能改变当前困境。

恰 逢 商 州 区 委 、区 政 府 提 出 依 托 山 地 优 势 、
森 林 资 源 ，大 力 发 展 林 下 养 殖 业 和 种 植 业 ，推 广
生 态 立 体 种 植 、养 殖 新 模 式 ，加 快 培 育 农 业 经 济
新的增长点。

林小平的想法与当地政府的发展思路不谋而合。
2017 年，林小平从单位退休，闲不住的他不顾家

人反对，决心撸起袖子大干一场。
去往果园的途中全是荒山，不通车路，林小平

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和朋友筹集 20 多万
元，硬是从荒山中辟出一条路来。

建养殖场之初，林小平就住
进了山里的简易窝棚。不通电，

他 就 点 煤 油 灯 照 明 ；没 装 窗
户 ，他 就 用 蛇 皮 袋 子 挡 风 。
这种近乎原始的生活，他一
过就是 3 年，直到去年年底
果 园 拉 上 电 ，那 种 艰 难 的
生活才有了一些改善。

2018 年初，林小平注
册成立陕西致纯种养殖公
司 ，他 从 宁 夏 、甘 肃 引 进 几 头 有
75%野猪血统的种猪回来，和当地
土猪一起放养，通过土猪与野猪杂

交，对其仔猪进行优良品种选育及繁
育提纯，最终形成稳定品系。这些仔猪

精力旺盛，保留了一定的野性，时常冲过
防 护 网 跑 去 附 近 的 学 校 ，一 时 惹 出 不 少 笑

话。就连它们生病了也很难逮到，这为日常管理
增加了难度。

当年冬天，林小平干活时不慎撞到肋骨，卧床期间疏于
管护，他的养殖场一下子冻死了近 200头仔猪。

“那一年猪娃子正值钱，算下来损失 20 多万元。”痛定思
痛，林小平从沙河子镇请来经验丰富的技术员，建起了 30 间
冬暖夏凉的窑洞式圈舍，增加了保温性能好的母猪产房、产
床等设施，为猪的健康生长筑起一道安全屏障。

随着养殖技术的攻克，林小平将重心从把猪养活过渡到
把猪养好。

怎样把猪养好？生态放养是关键。
何为生态放养？冬天在平川，夏天上高山，喝着山泉

水，吃着野杂果。“人常说，猪娃不吃昧心食。除去杂草落
果，我们给猪喂的都是无添加剂、无抗生素的玉米、豆饼
等原粮，从源头上保障猪肉绿色健康。”林小平解释道。

此外，林小平还邀请商洛学院的专家进行林下散养课题
研究，将每亩林地的养殖头数确定在 5 头以下。同时采取轮
牧式放养模式，加强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实现生态效益和经
济效益双赢。

在基地厂房的一面墙上，林小平绘有一幅猪头简笔画，
猪耳朵上不同部位的豁口代表不同的数字。林小平告诉记
者，他正在给猪建立档案，每头猪都有自己的序号，从图上就
能知道猪是什么时间出生的、猪妈妈是谁。

“档案的完善还需要借助互联网技术。”林小平计划在林
地加装监控，进行大范围监测。同时，他给猪装上数字跟踪
器，这样一来，每头猪的体温、体重、每天的步数等信息都能
查询到，这样才能让群众真正吃上放心肉。

“养生态猪，卖放心肉，接受全社会监督。”这是林小平林
下养猪的初衷，也是“睹养”这一山猪肉商标的由来。

目前，林小平在林下放养杂交跑山猪 700 多头，还在市
区开了一家猪肉销售门店，实现了产供销一体化。

“一头 200 多斤的猪，按市场价来算，能卖 6000 元左
右。”林小平说，“虽说比普通猪肉贵，但因肉质鲜美、富含多
种氨基酸且胆固醇含量低，仍有不少人慕名来买。”

获评商州区林下经济示范基地，正在申报陕西省林下经
济示范基地……荣誉、认可接踵而至，但林小平的创业宏图
不止于此。

林小平的想法还有很多：借助电商平台，打造直播团队，
以拓宽销路打响品牌；结合观光体验，开发认领仔猪、品尝风
味猪肉宴等新领域；涉足教育科研，促进林果种植与养殖双
增效高品质……

然 而 ，资 金 短 缺 是 个 现 实 问 题 。 林 小 平 说 ，他 正 在
申请贷款，希望借相关部门、社会各界助力，共同为商洛
农 特 产 品 探 索 出 一 条 更 为 成 熟 、更 易 推 广 的 林 下 种 植 、
养殖新模式。

林下放养生态猪林下放养生态猪 添绿增收两不误添绿增收两不误
本报记者 肖 云

百亩果林成山猪自由生长的安乐窝百亩果林成山猪自由生长的安乐窝

很多人慕名找到林小很多人慕名找到林小
平的销售门店购买山猪肉平的销售门店购买山猪肉

本报讯 （记者 王 倩）11月 26日至 29日，商州区举
办 2021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食用菌培训班。全区的食用菌种
植大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专业合作社骨干 80多人
参加了集中培训。

此次培训以“理论授课+观摩实训+线上教学”的方式进
行，通过产学教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突出实用性，着力培育
现代农业经营者队伍。在理论课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
围绕乡村振兴各项方针政策和高素质农民素养作了解读，市
农科所专家依据我市食用菌发展实际，重点讲解了如何培育
高品质的食用菌。

参训学员还前往洛南、山阳食用菌基地进行参观学习，相关

专家在现场向学员讲解了食用菌的种植方法和注意事项等。“现
在盲目蛮干已经不适应发展了，我们搞产业的希望自己掌握一
定的技术，既能节约成本，还能提高产品品质。这种有理论、有
实践的培训很有必要，我听了后很受启发。”来自夜村镇将军腿
村的学员李丹伟说。

近年来，商州区积极提升服务“三农”工作能力和水平，不
断挖掘农村实用型人才，培养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
职业农民，不断壮大乡村振兴人才和技术力量，为农民增收致
富奠定基础。截至 2020 年，全区农村技能型实用人才有
23410 人，市级以上现代农业园区发展到 30 个，龙头企业发
展到18个，农村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到680多个。

商州举办高素质农民培训班

“海龙是能人，脑瓜子灵，弄啥成啥！如今，他已成了十
里八乡的致富典型户、明星户了！”这是丹凤县铁峪铺镇寺底
铺村村民对 40多岁的养牛大户彭海龙的评价。

村民对彭海龙的评价，源于彭海龙在自己致富的同时，
还热心帮助村民致富，不求回报，不图私利。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彭海龙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
中，家人就让他去学车。彭海龙对机械操作类很有兴趣，每
天起早贪黑，经过师傅手把手传授，他顺利拿到了驾照。那
年冬季，家人投资 2万多元钱给他买了一辆货车。

彭海龙肯吃苦、讲信誉，货运生意很红火，往往是一单生
意还未结束，又有一单生意找上门来。那几年，他仅靠货运
每年收入 2万多元。

彭海龙做货运生意的时候，常常看到大山深处即将外出
务工的乡亲冒着凛冽的寒风，忍饥挨饿地在路边等候客车，
他们期盼早日乘车踏上外出务工挣钱的旅途。

彭海龙清楚地记得，一天傍晚，雨夹着雪，寒风瑟瑟，当
他开着货车途经一条山岭时，看到一对年轻夫妇冻得在地上
跺着脚、不断用嘴里的热气哈着手，他们身边放着大包小包
的行囊。当这两个人看到彭海龙的车过来时，那个男的奋不
顾身地扑到路中央挥舞双手拦他的车。

彭海龙的车还没有停稳当，那男的打着牙颤说：“大哥，
你能不能行行好，把我们捎到国道边？”彭海龙看了看这对年
轻夫妇，又看看空旷的荒山野岭便动了恻隐之心，爽快地答
应了他的请求。

原来，这对年轻夫妇住在附近的一条山沟里，他们已经
是第四天来这里等顺风车捎他们去国道边，然后再乘车进县
城去西安务工挣钱养家。这件事一直刺痛着彭海龙的心。
为了方便更多的人乘车，彭海龙有一个念想，那就是放弃跑
货运的生意，买一辆客车跑客运。

2008年春季，彭海龙说服家人，投资 15万元买了一辆客
车，专门跑峦庄到西安的客运专线。这年冬季，他的妻子生
了一对双胞胎。为解决孩子哺乳问题，他投资 4500 元买了
一头奶牛回来。

2016 年，彭海龙惊喜地发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奶牛市场前景一片光明，他就继续发展奶牛产业。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后，彭海龙为了带动其他群众一起走
养牛致富之路，他决心做大做强养牛产业。在武关镇做兽医
的叔叔彭小平的指导下，彭海龙积极探索当地土牛与其他优
质良种肉牛杂交技术，几经曲折，终于试验成功。

优质良种肉牛夏洛莱、西门塔尔、秦川牛与当地土牛杂
交生下的牛犊，不仅个大、生长快、繁殖率高，而且出肉率高、
适应性强。

与此同时，彭海龙经过长时间观察发现，牛身上肯生虱
子传播疾病，影响牛的生长，于是他尝试在牛棚里养鸡，让这
些鸡和牛共生。鸡不仅吃牛棚里滋生的虫，还吃了牛身上的
虱子，一举两得。此后，彭海龙的养牛产业愈加红火，他仅靠
养牛产业一项年收入 10万元。

彭海龙养牛致富的故事被当地村民一传十、十传百，一时
成了“明星户”，前往彭海龙家参观、取经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寺底铺村村民袁治臣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他到彭海龙家
详细询问养牛技术。彭海龙看到袁治臣十分认真，就问：“你
是不是也想养牛呢？”

得到肯定答复后，彭海龙就告诉袁治臣如果想养牛，
他可以把自己的牛犊让利卖给袁治臣。在彭海龙的鼓励
下，袁治臣买了 3 头牛犊回家喂养。彭海龙给袁治臣让利
3000 多元。

一次，别人要买彭海龙的一头母牛，出价 1.1 万元，彭海
龙没有卖。当袁治臣要买时，彭海龙以 8000 元的价钱便宜

卖给了袁治臣。经过精心喂养，袁治臣家一年养 16 头牛，凭
借养牛这一项产业年收入 5万元左右。

东川村村民周盼也是建档立卡贫困户，2018 年在彭海
龙的带动下也开始养牛。为了让周盼把牛养好，彭海龙手把
手教周盼养牛防疫技术，并帮助其出售牛。目前，周盼已出
售 5头牛，收入 5万多元。

在彭海龙的带动下，武关镇段湾村有两户村民也开始养牛。
短短几年间，彭海龙已卖出 10 多头奶牛，收入不菲。目

前他的牛棚里还存栏 30多头肉牛，产值 40多万元。
去年，在县、镇、村的支持下，彭海龙通过土地流转方

式，又流转土地 1.5 亩栽植猪苓、茯苓等中药材，年收入 4
万元。与此同时，他还为两个村民提供就业岗位，他们年

收入 2 万多元。
国家放宽梅花鹿养殖政策后，2020 年 5 月，彭海龙立即

跑到商南县试马镇特种养殖场参观学习，拜师学艺。他还加
入特种养殖微信群，和大伙探讨梅花鹿养殖技术，分析研判
市场走向。

去年年底，彭海龙投资 8.5 万元从试马镇买回 12 只梅花
鹿精心饲养，目前已新增 9 只幼梅花鹿，他通过收割鹿茸增
收 1万多元。

“人这一辈子，啥都要试着干。缩手缩脚，啥都干不成。
须知人这一生爱拼才会赢！”彭海龙满怀信心地说，“再过两
年，这些鹿一年可以给我带来 20 多万元的收入。它们是我
发家致富、过上幸福生活的宝贝疙瘩呢！”

爱 拼 才 会 赢爱 拼 才 会 赢
刘春荣 彭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