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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记者走进商南县金丝峡镇毕家
湾村苏家庄组，只见蜿蜒的山路向大山深处延

伸，路旁是清澈见底的小河。路的另一旁坐落
着几排厂房，那里是毕家湾村林麝养殖基地。

走进毕家湾村林麝养殖基地，只见院子里晒
满了麝鹿爱吃的苦苣菜。养殖基地的主人刘峰军
和家人正忙着将苦苣菜一一铺开。从曾经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到如今的产业致富带头人，刘峰军脚踏
实地，虚心学习，吸取教训，慢慢地从一个“门外汉”
成长为林麝养殖领域的行家里手。

“门外汉”变身行家里手

现在每天清晨 6点，刘峰军准时起床，然后匆忙
走进小厨房，熟练地把苹果、南瓜、胡萝卜、苦苣菜等
切成条状，再把黄豆、玉米煮熟混合并磨成粉。7点，
刘峰军走进前院，拿出数十个小铁盆摆放好，精心为
林麝准备“早餐”。

见到陌生人前来，活泼的“小精灵”便在圈内
撒欢、奔跑、跳跃、追逐。刘峰军说：“你别看它们
现在蹦跳，其实林麝天生胆小，性格孤僻，喜欢

独居，对环境极为挑剔，所以比一般的动物娇
贵，需要精心照料。”

刘峰军依靠养殖林麝走上致富路，他
是深思熟虑并通过深入学习后作出的

抉择。2015 年，他家还是建档立卡
贫困户。那几年，由于父亲患上

了肺癌，母亲年迈多病，儿

子又考上大学，刘峰军家的生活一度十分拮据。
一次偶然机会，刘峰军在电视上看到有关林麝养殖

的报道后，他考虑到以前家里养殖过一些畜禽，但是这些
受市场影响大，风险高，收益不稳定，而当地林业条件很
适宜林麝生长，也适合人工养殖，虽然前期投资大，但如
果养殖得当，就是一条致富的好路子。

下定决心后，刘峰军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林麝的生活习
性和养殖方式，并赴甘肃和宝鸡、安康等地考察学习，积极
争取这一项目成为省上相关部门的实验项目。

思路对头，说干就干。刘峰军四处借贷，大胆尝试，
第一次引进 8 只林麝种源进行人工养殖，并注册成立公
司，成为商南县首批林麝养殖项目。引进种源后，刘峰军
继续深入学习林麝养殖技巧，仅家里那本厚厚的林麝养
殖手册不知被他翻了多少次，如今已破旧不堪。

经过刘峰军精心养殖，第二年，8只林麝繁殖成了 16
只。为了扩大林麝养殖基地规模，刘峰军扩建厂房，专门
建成野化基地。他精心打造的林麝“别墅”和“花园”，只
见排排圈舍错落有致，高高的围墙给足了林麝活动空间，
圈舍四周有良田、修竹、泉水。

刘峰军说：“为林麝建‘别墅’和‘花园’，就是为了让林
麝有回归自然的感觉。别看这家伙小，它们在野外能轻快
敏捷地在险峻的悬崖峭壁上行走，能登上倾斜的树干，站
在树枝上。它们善于跳跃，能从平地跳到 2米以上。野化
的林麝活动量大，抗病能力就更好。在周围架起高高的围
栏，让它们在逛‘花园’的时候还能找到回家的路。”

经过两年的摸索，刘峰军越来越熟悉林麝的习性，也
逐渐成为林麝养殖的“土专家”。“它的耳朵这样耷拉下来
表明其不舒服了，有时候眼睛里面没有光，也能看出来是
不舒服。”刘峰军边比划边说。

如今，刘峰军采用科学的饲料配方和养殖方式，使
用先进的计算机监控系统对林麝的养殖过程实行全天
候、全方位、全过程实时监控，彻底避免和消除了传统
人工养殖的弊端，实现了对林麝吃饭、睡觉、活动、生
育、生病等全过程的监控，以便及时发现异常情况，迅
速采取有效措施，积极跟进，及早解决。目前，刘峰军
的林麝养殖场建成圈舍150间，林麝存栏110只。

“多亏党的好政策”

雄性林麝分泌的麝香有较高的药用价值，是一
些名贵中药的主要成分。除此之外，麝香还是一种
名贵的天然高级香料。

刘峰军介绍，秦岭地区复杂的地貌条件和多样
的气候类型，为各种生物及生态类型的形成和发展
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是陕西省林麝分布最为集
中的地区，秦岭地区所产麝香具有产量高、品质优
的特点。

“林麝一般可以活到 20 岁左右，成年雄麝一年
可产麝香 15—20 克，1 克麝香的市场价能卖 450 元
左右。雌林麝有的能产双胞胎，有的产单胎，产一只
雄林麝能卖 1万元到 2万元，产一只雌林麝能卖 3万
多元。如果一只雌林麝产两个雌林麝能卖五六万元，价
格十分可观。当然，麝香是由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并经专
门渠道进行销售和生产加工，禁止私下买卖或交易，因此
普通消费者日常接触的只会是含有麝香成分的中成药或
香水等。”刘峰军说。

“没有国家扶贫政策和资金支持，我的养殖场就不可
能发展得这么好，我也不会那么容易就脱贫致富。在我
创业期间，政府给我帮忙争取创业贷款、互助资金。为了
扩大养殖场规模，县发改局将我养殖林麝项目纳入苏陕
扶贫协作项目，一次就为我争取到 90万元的项目资金投
入。现在，林麝养殖场总投资 700 多万元，每年收入在
100 万元左右。这真是多亏了党的精准扶贫好政策。”说
起这些，刘峰军感慨万千。

从毕家湾村村委会到刘峰军所住的苏家庄，以前有
一条通村水泥路，2010 年被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毁坏，
水泥路变成了土石路。一到下雨天，道路泥泞不堪，货车
进山困难，林麝胆小怕惊，在车上一遇到颠簸就会不停地
跳跃，有时候会撞得头破血流，如果损失一只林麝幼崽价
值要上万元。扩建厂房后，刘峰军还需要从外地购置麝
苗，在这样的山路上运输林麝，他每次都捏着一把汗。

毕家湾村党支部书记刘秀琴了解情况后，决定向上
级争取资金重新铺设这条路。村上搞基础设施建设需要
用钱的地方很多，刘秀琴排除困难，率先开工建设毕家湾
到苏家庄的通村水泥路。阵阵机器轰鸣声中，挖掘机、铲
车、人工齐上阵，3 个月后，一条平整的水泥路通进了深
山沟，刘峰军再也不用为路况担心，养殖场也越做越大。

闯出一条生态发展路

吃水不忘挖井人。林麝养殖成功不仅带给刘峰军前
所未有的成就感，更辐射带动增加了周边一部分村民的

收入。为了满足林麝的“大胃口”，刘峰军流转村民荒坡
地 50多亩用来种植桑树叶。

每年夏天，刘峰军都会叫来村民采集桑树叶，晒干后
储存以备林麝冬天食用。“今年我还大量收购了村民种植
的胡萝卜和在山上采的野草，胡萝卜是按照市场价格收
购。根据品质情况，野草收购价在 8毛钱一斤。”

养殖林麝规模达到年存栏 100 只时，刘峰军与有养
殖意向的村民签订协议，由公司提供种麝和技术服务，通
过“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带动 18 名村民参与养殖，
每年配股分红 3000 元。此外，刘峰军还聘请 11 名有劳
动能力的村民到基地务工。随着基地养殖林麝数量的增
多，他还将吸纳更多的村民到基地务工。

说到今后的发展，刘峰军信心百倍：“我通过研究
发现，林麝的粪便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可以用作有机化
肥，能带动村民种植一些林麝喜爱吃的胡萝卜、南瓜
等，以此带动村民发展生态农业。村民种植的蔬菜供
林麝食用，林麝的粪便又能为蔬菜提供天然肥料，这样
就实现了循环利用。我希望通过举办讲座和实地参观
等方式，积极宣传林麝资源保护、利用及养殖等知识，
并向农户提供林麝种源、专业饲料和技术支持，竭力帮
扶和带动更多乡亲从事林麝养殖持续增收，让乡亲们
在小康大道上阔步前进。”

养殖林麝踏上小康路
巩琳璐

12 月 6 日，记者走进丹凤县商镇社区，村民张
书成一家正忙着晾晒粉条。小小的院子里，绳子上
挂满了晶莹的红薯粉条。

今年 56 岁的张书成做手工红薯粉条已有 3 年
多时间，每到冬天，他就早早收购红薯，当气温降到
零下时，便开始制作粉条。今年，他从 12 月 2 日开
始制作手工红薯粉条，已经生产了 1500多公斤。

“最近来买的人特别多，现在已经卖了 2000 斤
了。”张书成一边将扎好的粉条往绳子上挂，一边兴
奋地说。

说起加工粉条，张书成讲得头头是道：“粉条要
想好吃，最重要的是原料。红薯粉主要是通过提取
红薯中的淀粉制作而成，制作过程首先要挑选品质
好的红薯作为原材料，然后洗净晾干，用机器刮皮、
绞碎、过滤、沉淀、晒粉，再将粉浆翻、盘、拉等，随后
将吊出的粉条缓缓滑入滚水中，顷刻间就变成浅褐
色粗细均匀、颇具韧性的红薯粉条，做好后还要放
入冷库定型、晾晒等。”

为保证红薯粉条的品质和口感，张书成坚持用

传统的制作工艺，严把关各个制作环节，以保证粉
条的口感。

“手工制作的粉条，由于传统工艺制作过程繁
琐、劳动强度大，好多做粉条的农户都改成机械生
产了，但是传统工艺制作出的粉条入口劲道爽滑、
耐水煮，特别好吃。”张书成说，“虽然现在购买机
械加工粉条很方便，但大部分人还是觉得手工制
作的粉条口感好、更劲道，手工红薯粉条的市场认
可度很好，很有发展前景。”

张书成原本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一度靠
四处打工维持生计。在精准扶贫政策的帮扶下，张
书成家里的日子好了起来，还盖上了新房子。2018
年，张书成一家脱了贫，办起了手工粉条家庭作坊。

“政策好，人干啥都有奔头。”张书成笑呵呵地说。
每年入冬做红薯粉条时，是全家最忙的时候。

晒粉的那十几天，他天天盯着电视或者手机上的天
气预报看，楼上楼下跑几十趟搬运晒好的粉。为了
节省成本，家里大部分的活都是他一个人包了。晒
好红薯粉后，张书成要开着借来的小货车将红薯粉

运到粉条加工厂，再雇上 10 多名帮手一起制作手
工粉条。

张书成告诉记者，由于缺乏资金，他无力购买
设备、建冷库，所以每次都是去别人的粉条加工厂
借设备来生产，然后支付机器使用费和工费。

“一车只能拉 2000 斤粉，不一定每天都能生
产，所以产量比较受制约。”张书成说。

张书成去年制作了 4500多公斤粉条，卖了近 9
万元。今年，他想继续扩大生产，多赚点钱争取完
善设备，再成立手工红薯粉条合作社，带动更多的
群众加入手工红薯粉条生产中来。“这样一来，也不
用来回折腾耗费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能够大大
提高产量，每天都能生产，大家一起增收致富。”

“我们的粉条远近闻名，不愁销路，都不用出去
卖，人们自己就找上门来买了。”张书成自豪地说，

“在销量不愁的情况下，最盼望的就是增加产量，拓
宽销路，卖出更多的红薯粉条。”

如今，对张书成一家而言，那挂在太阳下棕褐
色的红薯粉条，是他一家人生活的全部希望。

手工红手工红薯粉条走俏薯粉条走俏
白志鑫

丹凤县棣花镇万湾
社区鼓励支持村民大力
发展火龙果等特色农业
产业，持续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农村发
展。图为12月10日，村
民在万湾利民农民合作
社火龙果基地剪枝。目
前，全村有20多名村民
在该基地通过务工实现
增收。（白志鑫 摄）

刘峰军为林麝喂食刘峰军为林麝喂食

林林 麝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