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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6 日，天刚蒙蒙亮，山阳县延坪镇白龙村养
殖户张远米便钻进鸽棚，开始忙了起来。投食、清
扫、拾鸽子蛋……一阵忙活下来，张远米额头上渗出
细密的汗珠。

“虽然辛苦，但我习惯了，听着‘咕咕’的鸽子叫声，
捡起一枚枚小小鸽蛋，心里觉得踏实。”张远米一边干
活一边高兴地说。

张远米的山阳县远米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基地
位于白龙村的深山，生态环境优美，非常适宜养殖“怕
人”的蛋鸽。

“鸽子天一亮就闹着要吃，最爱吃玉米、小麦等。”
张远米说，“别看它们小，吃起来可厉害了，一次要吃掉
几百斤粮食。”

说到白龙村蛋鸽养殖，不得不提张远米的丈夫周
和喜。今年 55 岁周和喜，之前在河南开金矿，积累了
一定资金后，心系家乡的他决定回乡创业。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周和喜投资 600 万元办起
了具有一定规模的鸽子养殖场，主要从事鸽子繁殖、养
殖，并销售鸽子蛋、鸽子肉等。2020 年，他成立了山阳
县远米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年产值 150 多万元。

“合作社占地 2000 平方米，有蛋鸽养殖舍 2 栋，建
成了饲料库房、鸽蛋包装房，养殖良种蛋鸽 5000 对。”
周和喜说。

3 年来，周和喜精心管理，蛋鸽产蛋率较高，目前每
月可拾蛋 1 万多枚。他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同步推广
推销，销路不成问题。“我们的鸽蛋和鸽子都是原生态、
无公害，深受群众喜爱，供不应求。目前主要销往西
安、南京等地及商洛市内。”周和喜说，鸽子生长周期
短，鸽蛋市场潜力大、价格波动小，不愁销路。鸽粪还
是种植果树的优质肥料。

“养鸽子，防大于治。”周和喜说，养鸽子最重要的
是做好各项预防，春季要预防拉肚子，夏季要注意呼吸
道和肠道病毒，相比于其他畜禽，鸽子的抗病能力较
强，但也不能马虎。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
的富。在周和喜的养殖场，本村常

年务工人员有 10 多人。“在这里上班轻松方便，还能照
顾家里。我一个月工资 4000 元，媳妇一个月工资
3000 元。”脱贫户周约民是养殖场的蛋鸽管理员，对在
家门口谋到的这份工作十分满意。

随着养殖规模扩大，周和喜引导村民以资金入股、
务工投劳等形式参与养殖，并从种鸽供应、技术培训、
营销、售后等提供一站式服务，带动多名村民就业增
收、共同致富。

在西泉村的山阳县富钰生态农牧有限公司鸽子养
殖基地，同样“鸽”声嘹亮。村民杨善博在鸽棚间穿行，
逐一检查鸽子生长情况，并认真记录在册。鸽棚里“咕
咕”的鸽叫声不绝于耳。杨善博如何成了一名“鸽司
令”？这还得从 2018 年说起。

“做产业不能只是埋头苦干，盯准市场需求也很重
要。”杨善博发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鸽蛋在市
场上很受欢迎，于是萌生了养蛋鸽的想法。

“2018 年 6 月，在六合区驻山阳县联络组牵线搭桥
下，我们与六合区东晨鸽业公司确立合作意向，并于同
年 12 月正式签订蛋鸽养殖项目合作协议，项目总投资
2300 万元，建设标准化养殖场房 1600 平方米，计划蛋
鸽养殖规模达 1 万对。”杨善博回忆道。

2019 年 7 月 12 日，从六合区东晨鸽业公司运来的

首批 1200 对蛋鸽抵达山阳，标志着山阳县首家由苏陕
协作支持的规模化蛋鸽养殖项目正式建成投产。之
后，养殖场逐渐步入正轨，由六合区东晨鸽业为其提供
优质蛋鸽种苗和养殖技术指导，帮助解决蛋鸽养殖技
术困难。

平日里一有空闲，杨善博就外出考察学习，到其
他规模养殖场参观交流，学习借鉴同行先进的养殖
方法和管理措施，时常还会邀请技术专家来指导和
培训。如今，杨善博已经成为养鸽能手。目前，每月
的鸽蛋产量能达 1 万多枚，这让杨善博欣喜不已。

“走这条路子的确对了，养鸽确实有‘钱途’，养殖成
本低、技术可靠，且鸽蛋产品附加值高、市场广阔。”
杨善博说。

“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宁商扶贫协作机遇，在六合
区东晨鸽业公司帮助下，做大做强蛋鸽养殖产业，带动
更多的群众持续增收。”延坪镇党委书记何前博说。

振 兴 路 上振 兴 路 上 声 嘹 亮声 嘹 亮
本报记者 李小龙 王江波 见习记者 张 矛

“开始来这儿养蜂时，每天都被蜇，现在都习惯了。工蜂寿命
一般两三个月，蜂王寿命可达两三年。油菜花蜜容易结晶，槐花蜜
是水白色……”4 月 6 日，在商州区大荆镇乾佑村的中华蜂养殖基
地，养蜂人赵宏又到了一年中最为忙碌的时刻，她一边观察蜜蜂的
采蜜情况，一边打开话匣子。

这个依坡而建的中华蜂养殖基地里，错落有致地摆放着数百
个方形木箱。“嗡嗡”的蜜蜂飞进飞出，徜徉在周边盛放的繁花间，
吮吸着春天给予的美食。与辛勤的蜜蜂为伴，像赵宏一样的务工
群众正有序进行分蜂、包装、运输等工作，在基地里忙碌着一份

“甜蜜”的事业。
“我 50 多岁了，外出务工不方便，多亏有了这个基地，给我带

来了一年 2 万多元的收入。”赵宏擦着汗珠说。
乾佑村位于大荆镇政府西两公里处，村子交通便利，生态环境

优势明显，有油菜、槐树以及各类中药材等花期长、种类丰富的蜜
源。近年来，村上依托资源禀赋，通过流转土地、安置蜂箱、修产
业路、建厂房等，一步一步发展起了中华蜂养殖产业，但由于前期
养殖技术经验匮乏等，导致基地中华蜂数量曾锐减至不足 100 箱。

“我们之前都没养过蜂，开始来基地时遇到问题也看不出来，
吃了很大亏。”赵宏惋惜地说。

基地遇到了蜂蜜产量低、蜂群繁殖发展慢等“瓶颈”，受损严
重。作为商洛市城区河道与灌区管理站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的林
治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多方查询资料，积极转变思路，与“四

支队伍”商讨后，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
式，与大家一起赴沙河子、刘湾等地观摩学习。

最终结合村情实际，乾佑村选择向沙河子
镇石窑子村养蜂专业户张亚锋学习相关养蜂
知识，并多次邀请其来村现场指导，改变以往
落后的繁育、养殖、酿蜜等技术，成功培育了赵
宏等中华蜂养殖“土专家”，为基地健康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

“我在村上养蜂场干了 2 年多，见证了养
蜂场的发展壮大。经过学习和摸索，我成为
养蜂场的半个‘土专家’。”赵宏一边忙着分
蜂，一边说。

在基地蜂农忙碌时，镇上干部也趁着雨过
天晴，带着有意向发展中华蜂养殖的村干部来
乾佑村了解养蜂产业相关情况。

“现在正值花期，我们全力做好养蜂基地
的管理，确保蜜蜂能够
活跃地采蜜。”乾佑村党
支部书记王喜民指着蜂
箱里的蜜蜂，认真地向
前来取经学习的油房村
干部介绍。

如 今 ，乾 佑 村 持 续
按照“党支部+村集体经
济+农户”的发展模式，
通 过 党 建 引 领 、支 部 带
动、产业拉动等方式，已发
展中华蜂 600 多箱，年产蜂
蜜 2000 多公斤，实现了村集
体经济和群众务工双增收。

为 进 一 步 提 高 产 业 附 加 值 ，
乾佑村坚持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
品牌打造上持续用力，于今年 1 月申请注
册 了“ 槐 桂 ”蜂 蜜 品 牌 ，通 过 了 产 品 质 量 检 验 认
证。村上还主动对接周边市场，采取“线上+线下”
齐头并进的销售思路，积极邀请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参观
养殖基地、动员在外人员推介当地产品等一系列举措，助推蜂
蜜销量增长。

“由于受到之前疫情影响，我们养蜂基地还有 500 多公斤蜂蜜
待出售。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宣传力度，拓宽销售渠道，使部分滞
销的蜂蜜早日售出。同时，持续加强基地管理，提升蜂蜜产量和质
量，让养蜂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王喜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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