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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 80后大学生返乡养殖蓝孔雀

这抹蓝，照亮人生路
长兴长兴 8080后大学生返乡养殖蓝孔雀后大学生返乡养殖蓝孔雀

这抹蓝这抹蓝，，照亮人生路照亮人生路

市委报道组 凌青 通讯员 王加廷

日前，在省农业厅、省农村信
用社联合社、浙江在线等联合评选
出的全省百名大学生“农创客”中，
奉化市尚田镇创业青年戴尚锋入
围，成为奉化唯一获此荣誉的创业
青年。

1991 年出生的戴尚锋，2014 年
7 月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土木工程
专业。因心中一直有一个农场梦，
向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宁静生
活，2011 年他便开始四处寻找合适
的场地，最终在奉化尚田镇桥棚村
300 余亩山林地上创建了奉化羊羔
仔农场。

一开始，他凭着初生牛犊不怕
虎的闯劲，每天起早摸黑、四处拜
师学艺，先后引进了台湾高品质火
龙果、红心猕猴桃，还种植了蓝莓、

脆皮核桃、水蜜桃等作物。5 年发
展下来，羊羔仔农场已颇具规模，
种植火龙果 100 亩、猕猴桃 50 亩、
蓝莓 70 亩、脆皮核桃 50 亩。看到
城市人越来越喜欢在节假日去乡
下体验农村生活，戴尚峰还预留了
36 亩“机动田”，打造“开心农场”供
游客种植。

随着农场可收获的农副产品
越来越丰富，戴尚锋又在农产品加
工上动脑筋，研发农副产品，包括
各式花茶、猕猴桃养生白酒、猕猴
桃果脯、鲜榨火龙果汁、土猪肉粒、
传统小吃等。

不仅如此，戴尚锋还深度挖掘
农俗文化，在端午节、中秋节、重阳
节以及长假和周末期间推出形式
多样的农耕活动、采摘游、休闲游，
借着“互联网+”的东风，通过微信、
互联网等渠道进行营销，吸引客

人，最多的时候每天能吸引 1000 多
名游客参与，打响了羊羔仔的名
气。经过多年的努力，羊羔仔农场
先后获得了火龙果示范基地、省科
技示范户、省果蔬采摘基地、镇优
秀农业合作企业等荣誉。

对于农场将来的发展，戴尚锋
心里也有着清晰的脉络，他计划打
造一个集生态旅游、休闲度假、生态
农业示范、生态农产品生产和专供、
现代农业体验、绿色旅游等主题为
一体的多功能生态旅游农场，以古
色古香为基调完善基础配套设施，
建设四季花卉基地和摄影基地。同
时，他还要打造包装现有的“天香
湖”，要以民间木竹划船为特色，将
人工湖泊打造成“水下养鱼，水上娱
乐”的自然水体娱乐景观，游客可体
验休闲垂钓游、水上观光游，农场的
APP系统也正在开发中。

奉化小伙打造现实版“开心农场”

农创客，乡间显身手

10 月，雄孔雀开始慢慢长出尾
羽，尾部覆上了一点华丽的蓝绿色。
长兴泗安镇东村一座不知名的小山
里，29岁的小伙子高锋与妻儿一起，
共同见证着近1000只蓝孔雀的华丽
蜕变，笑容不自觉浮现于嘴角。

从 2012 年起，他们已经在山中
从事孔雀养殖有 3 年多时间。这些
有着耀眼宝蓝色外衣的精灵，不仅
是高锋一家人的生活来源，更承载
着这位返乡大学生的事业和梦想。

狗吠声中，这位穿着蓝色工作
服、身材瘦高的长兴小伙迎面而
来。从废矿到绿色规范养殖场，从
贷款养殖到年产值 60 万元，从 40%
到 70%的孔雀蛋孵化率，他用 1000
多个日夜的坚守，开创出一条属于
自己的创业之路。

7 月，雄孔雀尾巴上的长羽会
逐渐掉落，尾部光秃秃地裸露出
来。正如大学毕业的高锋，褪去大
学生的光环，放弃专业对口的工作，
搞起了养殖，养过番鸭，养过肉鸡，
前途难测。

2009 年，高锋和妻子朱琴琴结
婚。紧接着，儿子出世，柴米油盐，
奶粉尿布，桩桩件件。他跟随岳父
在德清办起了养鸡场，每年养十几
批鸡，出栏 12 万只左右。他说，“那
几年，中饭基本没在家里吃过。”

放养、喂食、清扫⋯⋯日出日落，
忙忙碌碌。十几个人的养殖“圈子”
里，碰上哪家引鸡苗，哪家鸡出栏，哪
家打疫苗，他都去帮忙。

对于两个半月就能成熟的商品
鸡，有的养殖户心存侥幸，不给鸡使
用禽流感疫苗，但高锋坚持要给它
们注射两次。“一旦中招，就是全死，
实在亏不起。”高峰的谨慎，缘于他
身后所系的整个家庭的生计。

打疫苗是一件苦差事，十几个人
钻在一个棚子里，拿着针筒，五六千只
鸡一只只打过去。大半天后，高峰的
手臂就已经酸得抬不起来了。

但即便如此，被“套牢”的情况仍
时有发生。2011 年 11 月，一批鸡准
备出栏，高锋预计能赚两三万元，但
突然爆发的禽流感打碎了他的期待，
最终只能将鸡贱卖，亏损五六万元。

反反复复的市场行情让高锋萌
生了退意。但是，不养鸡能干嘛
呢？这时，一档电视节目让小夫妻
俩重新燃起了希望。饲养蓝孔雀，
或许将是新的起点。

盛夏，蜕羽

沿山路蜿蜒向上，不一会，
就在半山腰看到“高氏孔雀”的
门牌。走进小院，只见 4 亩地
上，一面种满了果蔬，一面为一
个布满绳网的养殖场，几只孔雀
站在一个竹制架子上慵懒地享
受着秋日午后的阳光。听到高
锋熟悉的脚步声，孔雀一拥而
上，但当看到陌生人的身影时，
有几只孔雀又惊慌失措地飞向
另一边。

“这里原来是废矿，全是石
头渣子，树是 2012 年种的，地是
前年开的，路是去年修的。”高锋
向记者介绍道，这个养殖场是夫
妻俩一点点“刨”出来的。

决定养殖蓝孔雀后，高锋一
边托朋友在家乡寻找合适的地
方 ，一 边 跑 去 安 徽 、江 西“ 取
经”。2012年4月，夫妻俩把养鸡
挣来的14万元存款全部取出，又
贷款十几万元，开办蓝孔雀养殖
场，第一批引进蓝孔雀49只。

一开始，由于缺乏经验，对
病症不了解，新引进的蓝孔雀马

上病死了两只。每只孔雀的成
本在1500到2000元间，夭折一只
就相当于损失上百只鸡。为此，
高锋四处请教，又买回大量书籍
钻研，有时干脆蹲在孔雀舍外观
察其习性，对于护理孔雀、病害防
治等问题渐渐有了经验，还摸索
出了一套自己的养殖方法。

蓝孔雀第一次人工孵蛋，孵
化率只有 40%。高锋把每天的
温度、湿度以及孔雀蛋的安放位
置都仔细记录下来，研究哪个环
节出了问题，再小心翼翼地开始
下一轮的尝试。到 2013 年，孔
雀蛋的孵化率已经接近70%。

蓝孔雀是爱干净的动物，况
且棚屋地面铺的是细沙子和小
石子，一旦粪便渗入，细菌很容
易发酵引起疾病。因此，这些粪
便要用铁锹一点点敲掉，连同底
下的细沙一起铲掉，5 间棚屋打
扫下来得花两三个小时。3 年
来，高锋每天过来，上午打扫一
遍，下午还得打扫一遍，双手早
就磨出了厚厚的老茧。

金秋，长羽

每年3月，雄孔雀的20枚尾
羽长全。开屏前，雄蓝孔雀抖动
尾羽，发出“沙沙”的声响。不多
久，一个五颜六色、如同大型羽
扇般的孔雀屏随即跃然眼前，令
人目眩神迷。

采访中，又到了给孔雀喂食
的时间，记者随高锋一同来到配
料间。只见他站在一排摆放整
齐的铁桶前，按顺序将饲料放入

喂食的盆中，每加一项都要在旁
边的电子秤上称重。随后，我们
又一起来到饲养孔雀的棚屋，高
锋模仿着孔雀的叫声“啊哦啊
哦”轻声呼唤，几只孔雀便昂首
踱步过来，开始慢慢地啄食起饲
料和番薯梗。

“合成饲料和青饲料的比例
保持在 6：4，定期要补充动物蛋
白，给他们喂食一些虫子。”园子
里种着四季豆、南瓜、番薯等
等。夫妻俩用南瓜叶子和番薯
梗喂养孔雀，南瓜和番薯则上了
一家三口的饭桌。

去年，高锋还创建网站，注
册了商标，进一步扩大养殖规
模。最高峰时，孔雀舍里养了近
2000 只大大小小的蓝孔雀。最
近，他正在思考接下来的发展方
向。目前，蓝孔雀的销路主要靠
引种、观赏和食用，而这些都是
一次性生意。

为此，他准备将现在的养殖
场作为育雏基地，再另寻一处开
辟孔雀生态观光园，做旅游项
目。同时，他也在积极和企业沟
通洽谈，做蓝孔雀胆、尾羽深加
工，增加附加值。他相信，随着
蓝孔雀养殖市场的扩大，今后还
会有很多外地客商过来引种，产
值收入将逐年增长。

一步一个脚印，付出换来收
获。寂寞深山里，高锋的蓝孔雀
之梦，正在愈变愈清晰。

碧春，开屏

本报见习记者 沈晶晶
县委报道组 李轩 成守江

朱永华

在很多人眼里，创业很难，
要创业成功更难上加难。但
是，这又要讲求时机。创业最
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
现如今，从中央到地方，对于创
业的政策支持和鼓励遍及方方
面面。资金方面，有创业基金
支持和银行贷款扶持等优惠政
策。社会公众也对创业给与前
所未有的舆论支持，而相对健
全完善的法律法规，更对创业
予以强有力的保驾护航，让创
业占尽了“天时”。

所谓“地利”，就是地理优
势。时下社会普遍存在的特点
是“全民打工”，尤其是在农村，
不仅 90％以上的青壮劳动力
都涌进城里打工，不少村庄甚
至一年四季成了“空心村”。尽
管他们的努力为城市建设立下
了汗马功劳，家庭经济状况也
由此得到巨大改善，但事实上，
每一个地方农村基层政府，都
非常欢迎年轻人能够致力于本
乡本土的创业，这样不仅能够
改变农村整体面貌，更能带动
地方经济发展。正因如此，很
多农村基层政府对创业人才几
近求贤若渴，并能为创业者提
供最大的帮助，有着这种“地
利”方面的优势，只要有勇气致
力于创业，主动权完全就掌握
在自己手中。

有了“天时、地利”，最后就
是创业者的“人和”问题。盘点
很多创业成功人士，都是被逆
境所逼迫出的结果。他们往往
并没有闪光的学历和家庭背
景，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
安于现状，有一种持之以恒的
不懈坚持和不服输的精神。著
名企业家马云在谈到自己的创
业路时，不止一次地提到，曾有
无数次想到退缩，但最终同样
以“再坚持一下”来说服自己一
步步走到今天。

青年人应当有勇气通过创
业来证明自己。时下社会里，
大部分年轻人都受到过相对较
好的基础文化知识教育，具备
自主创业的基本条件，尤其是
每年超百万大学生走出校门，
给整个社会带来源源不断的创
业活力。风华正茂的青年人，
应当经得住挫折、经得住失败，
在挫折乃至失败中锻炼自己。
尤其是在自上而下的简政放权
之后，不仅为创业拓宽了道路，
更为创业提供了很多便利条
件，使得创业的门槛更低，外部
环境更好，来自各方的支持更
多，青年人更应当抓住这一难
得的机遇，积极投身于创业之
中。

青年人应当通过创业来展
示自己的智慧和才华。创业能
否取得成功，除了贵在坚持以
外，就是要有不同于别人的创
新思路。国家和各地各级政府
更是在逐步营造整个社会的创
新意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
话中，就提出了对创新的“五个
加快完善”，全方位阐述了国家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
略，给青年人的创新创业提供
了更多契机。

青年人还应通过创业来实
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如今，我
们拥有巨大的创新空间——温
饱问题解决后，多样化需求引
领创新；基本商品供应充足，资
源环境约束加剧，推动企业加
快创新；人们挑战自我、主动创
造的意识增强，造就社会包容
创新。国家繁荣发展的新动
能，就蕴涵于万众创新的伟力
之中。让创新在创业中体现，
让创业助推各项创新，这是国
家赋予当代青年人的神圣职
责。只有让创业成为年轻人实
现人生价值的生动命题，使整
个社会形成创新型小微企业铺
天盖地、大型创新企业顶天立
地的局面，青年的人生价值才
能在这其中得到最灿烂的诠释
与体现。

青年创业
正当时

编者按

这里有广袤的土地，这里有丰富的物种，这里有

求贤若渴的目光⋯⋯乡村，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

人实现梦想和人生价值的新蓝海。且看充满干劲与

毅力的浙江青年，如何用智慧与决心，在乡土大地开

拓出自己的一片天。

戴尚锋正在打理自己的火龙果基地。

高锋坚持用科学、生态的方法喂养蓝孔雀。

坐落于长兴山间的“高氏孔雀”养殖场。

优雅、美艳的蓝孔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