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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来了！老管来了！”
不久前，见到从浙江“打飞的”过来

的老管，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三江镇乐
活村村干部赵勇准备将满腹的养殖问题
抛出来。

去年全村集资建了牛场，养的第一批
200 头黄牛遇上了市场价格大跌，一询
价，没赚，还得赔上100万元。赵勇作为
带头人，正愁不知道怎么跟乡亲们交代。

到处打听之下，赵勇从浙江援建阿
坝工作队得知，有位乐清来的老管，解决
养牛的问题，“特灵！”

老管“灵”在哪？赵勇了解了他的家
底：老管名叫管端顺，是乐清市顺金肥牛
饲养有限公司负责人，从事黄牛养殖及
销售。6 年前，他被乐清援建阿坝工作
队干部引入阿坝州，先后在壤塘县建立
牦牛交易中心，在理县试养西门塔尔牛，
技术实现突破后推广，目前已经在阿坝
13 个县、市帮助牧民实现科学养殖，通
过实施“西牛东送”，将超过3万头“高原
牛”送上浙江餐桌，带动当地上百家农户
致富。

一口气买下全村的牛

这已经是今年春节过后，管端顺第
五次来乐活村。原本满当当的牛舍，经
过前三趟“西牛东送”，已经宽敞许多。

回忆起 3 月份初次到村里，情景大
不相同。

管端顺第一趟来，是来“诊断”的。
他要看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让村里养
了一年牛还得赔钱。“村里第一次养牛，
没有经验。牛崽子品种不够纯正，再加
上养殖过程中饲料配比和营养供给时间
不科学，导致牛在该长骨架、该增肥长肉
的时候都没长够，收购的价格自然就上
不去。”管端顺只问了养牛师傅在几个关
键时期的喂养方案，又瞥了瞥即将出栏
黄牛的身形，就给出了结论。

管端顺听赵勇描述全村人寄予希望

的这个致富项目落了空，心情也跟着沉
重起来。

怎么才能解决难题？以管端顺多年
买卖牛的经验，不用按计算器，他脑海里
已经形成了账单：如果按照市场价格
25.4 元每公斤收购，再把原本政府给企
业的每头牛 400 元补助款也贴给农户，
这样算下来和成本的 26 元每公斤价格
基本持平，能让村民们不赚不赔。但他
必须把 200 头牛拉出高原销售，按照销
售量需要分四趟运走，每趟得贴上四五
千元路费。

“贴就贴吧！谁让大家都说找我
‘灵’。”管端顺咬咬牙，一口气买下了全
村的牛，和赵勇开始谋划之后的分批运
牛的计划：每隔 20 天，运走四五十头
牛。其间要如何喂养，如何挑选，管端顺
逐一叮嘱，且每趟都自己护送。

等牛都赶上车，村民们的费用也结
算完，管端顺准备离开。临走前，赵勇和
村民们拉住管端顺，纷纷向他请教养殖
经验。他兜底收购的做法，让农户们安
心，而大家又打听到，他在理县试点的西
门塔尔牛高原养殖技术已经取得了成
功，去年普通农户一头牛最多赚两三千
元。这样的经验，让大家又重拾了信心。

自己出钱，带藏族小
伙学养殖

标准化规模化肉牛养殖场——乐理
雪牛基地位于理县的朴头山脚下。基地
负责人、藏族小伙小肖则是全村人羡慕
的对象。自从他的养牛场成为了乐清驻
理县工作队“西牛东送”项目试点养殖
场，第一年就实现了每头牛净赚5000多
元，年收入超过20万元，比过去翻了番。

过去，理县的农户养殖规模小，养殖
方法很传统，饲草和营养饲料配比全靠
经验。乐清驻理县工作队干部张乐明介
绍，一圈调研下来发现，理县共有类似的
养牛场34个，栏位数1100个，因为养殖

的是品种低下的骠牛，效益差，所以绝大
多数养牛场空置着。

张乐明介绍，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工
作队找到了管端顺。他在东北拥有数以
万头计算的养牛基地，并为浙江农贸市
场和餐饮酒店供给大量牛肉。

把牛带上高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难。光说服小肖尝试现代化养殖方式，
管端顺就费了好大的精力。管端顺给小
肖提出的条件是：购买牛崽、养殖技术、
销售兜底都由自己保底，等销售完再补
交成本，只要小肖愿意改造养殖场，学习
科学养殖。

回想起那一次提出的“离谱”条件，
管端顺却说，是想尽办法，用试点扭转理

县养殖户们的养牛观念。可小肖仍旧有
疑虑。优惠的支持条件不管用，管端顺
又提出，由他出钱带着小肖去东北的养
殖场参观学习。这下，“眼见为实”。“去
的时候只是心动，看完东北的科学管理
方法，能让牛的体重按照计划增重出栏，
回来的路上我就决定要试一试。”小肖
说，之后每每信心不足，或者养殖出现问
题，管端顺都是他最能依靠的人。

2022 年夏天，首批 50 头西门塔尔
牛抵达理县，住进了管端顺设计的4000
平方米“新家”。记者参观时发现，这里
与传统拴养不同，养殖场采用围栏散养
模式，牛在这里不拴绳、不分栏，有的大
口吃着饲草，有的晃悠悠地闲庭漫步，要

是牛脾气来了，还会狂奔到一起“打上一
架”。一部分吃饱喝足的，躺卧在特制发
酵垫上，这项技术能让牛粪几个月都不
用处理，统一换新的发酵垫时，这批牛粪
还能作为有机肥料，为养殖场新增一笔
额外的收入。牛栏边，一条三四十厘米
宽的投喂沟里盛满了搅拌均匀的“美
食”，新买的饲料自动拌料机和喂食车，
能让小肖一个人就轻松完成从拌料到投
喂的全过程。这下别说一人养10头牛，
养50头牛甚至更多也能行。

隔壁村的养殖户周天林，看着小肖
养牛既轻松又高效，每个星期都会来学
习。他毫不避讳地说：“想比一比我家的
牛和这里的牛这段时间长得有哪些不
同，再看看这差别背后不同的养牛法
子。”他期待着试点扩大。

一年过去，乐理雪牛基地的牛出栏
平均体重达到 720 公斤，正式出栏。这
批牛从四川运到浙江乐清后迅速被抢购
一空，出肉率约 47％，平均每头售价达
到2.4万元。

建设交易中心，激活
牦牛市场

6年间，管端顺将3万头“高原牛”东
送。这其中，有大约1万头是牦牛。

“高原山上到处是天然牧草，由于海
拔高，自然放养的牦牛每天都要爬山走
坡，肉质结实、品质好，值得推向东部市
场。”在一次农业农村部门召集的东西部
资源对接交流会上，管端顺听了阿坝牧
民们的介绍，提出了可以卖高原牛的想
法。没想到，当时的一句建议，不久后成
了和壤塘县合作的开端。

“其实最初反对的声音很多，一是阿
坝距离浙江太远，交通运输不便；二是牦
牛口感和黄牛不同，市场接受度不高。”
管端顺说，就是在一片不看好的情形下，
他决定试一试。他觉得，干得好，能让牧
民有钱赚，也让东部省份的市民吃上优

质牦牛肉。2018年，乐清市与阿坝州结
对援助县签订了对口支援相关框架协
议，全面启动“西牛东送”产业协作工程，
管端顺接下了这项任务，在壤塘县建起
了牦牛交易市场。

彼时，跟牛打了 17 年交道、有着丰
富经营经验和充足销售渠道的管端顺信
心十足。可是，在收购牦牛的“第一关”，
他就遇到了难题：受当地民俗习惯影响，
牧民销售牦牛积极性较低，再加上牧民
习惯在家门口等人来收，牛贩时常打压
牦牛价格，牧民们获得的收益实际上很
少。

管端顺争取当地干部支持，动员牧
民，并开辟了深夜收购市场，一对一接待
出售牦牛的牧民，减轻牧民售卖牦牛的
心理压力；同时提出奖励政策，每出售一
头牦牛，牧民就能额外得到 50 元奖励。
就这样，一头、两头地找牧民收购牦牛，
2018年11月终于攒到了首批25头牦牛
运 往 乐 清 。 牧 民 们 实 实 在 在 获 得 了
16.25 万元收入后，打消了心中的疑虑。
管端顺又趁势在当地培养了一批“牦牛
经纪人”，通过本地人介绍，带动更多牧
民从销售牦牛中多获得收入。

当下，管端顺为了能够将“西牛东
送”的规模继续扩大，还在不停地在川浙
两地奔波着。他正一边在西部持续宣传
科学养牛方法，形成西部高原牛养殖基
地，一边在东部谋划新建加工基地，搭建
起屠宰、冷链、储存、配送的销售网络。

“只有既帮助农户们掌握技术，又帮
他们打通销售渠道，他们才能真正握住
致富的钥匙。”老管说，多卖一头牛，就能
为提高高原农户的生活条件出一份力。

乐清养殖能人管端顺将3万头四川牛送上浙江餐桌，带动高原农户致富

养牛问题找老管，特灵！
本报记者 周琳子

5 月 15 日，碧空如洗。一向湍急的
西堠门水道流经金塘岛时，似乎放慢了
脚步，其声呜呜然。

金塘岛向东，舟山市殡仪馆内，哀乐
低回。中国螺杆之都奠基人、金塘“螺杆
之父”何世钧的遗像，悬挂在纪念大厅，
鲜花、翠柏簇拥之下，是他上下求索的一
生。5 月 10 日 13 时 50 分，何世钧因病
医治无效，在舟山逝世，享年87岁。

告别仪式当天，社会各界代表、群众
自发从四面八方赶来，吊唁队伍绵延。
有的人静静伫立、神色哀伤，有的人围在
一起、轻声低语，与何世钧的交往点滴，
一幕幕浮现眼前。

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
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凭一双“爱
国敬业工匠手”，一生走“创新创业革新
路”。诚如中国塑料机械工业协会常务
副会长粟东平所言，我们为失去一位典
型的浙商深感悲痛和惋惜，但在中国塑
机行业的发展史上，何世钧的传奇故事
将永存，照亮一代又一代企业家砥砺奋
进、挺立潮头。

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创立中国第一家专业生

产螺杆的企业

红肿了双眼，穿过夹道而立的数百
个花圈，再穿过夹道而立的数百名吊唁
者，5 月 15 日一大早，粟东平专程从北
京赶来，送别何世钧——她亲切地称其
为“何伯伯”。

“老爷子是一位非常典型的浙商代
表，也是一位令人非常敬重的长辈。”回
忆翻涌，粟东平又红了眼眶，但一说起

“何伯伯”和中国改革开放脉搏相呼应的
创业史，她的眼神逐渐坚定。

20 世纪 80 年代，何世钧任金塘沥
港农机厂技术副厂长。在参加国际塑料
机械展销会时，偶遇一群上海工程师准
备购买国外制造的螺杆。其中一套生产
化纤的 Vc403 螺杆要卖 3 万美金，电缆
机配套的 BM 型直径 45 毫米螺杆卖 1
万元美金。彼时，50 元人民币就能养活
一个家庭一个月。

“一根螺杆竟然卖到如此天价，真是
太欺负中国人了。即使用银子做材料，
也不用这么贵。要是我来做用不了几千
元！”不甘心做缩头的“鸵鸟”，何世钧十
分愤慨。

闻言，上海熊猫电缆厂的张工程师
问：“你真的能做？”何世钧自信满满地回
答：“能！”

关乎国人志气，这一场试验，知识储
备丰富的何世钧全力以赴。

在妻子殷芝娥支持下，他向亲朋好
友借了8000元作为启动资金，开始动手
试制。

经过近半个月的昼夜奋战，何世钧
在当时现有车床上完成了“专用螺杆铣
床”的设计开发和改造，成功研制中国第
一代首台螺杆专用铣床。随后又用了
34天时间，试制出了10根BM型螺杆。

螺杆是造出来了，但性能到底行不
行？带着第一批螺杆，何世钧从金塘出
发前去上海交货。“说好 3 个月交货，还
不到 2 个月就做好啦？”见到何世钧，上
海的工程师们满脸惊喜，打开包装箱后，
锃亮的螺杆又让他们连连叫好。

送生产部质检测量后，何世钧试制
的10根螺杆尺寸均符合图样要求，且产
品理化性能也与进口螺杆一致。听到这
个消息，大家相互拥抱，欢呼庆贺。

第二天早晨，何世钧返程回家。看
到他双手空空，妻子安慰说：“螺杆丢到
黄浦江了? 没关系，我们可以摆摊去修
自行车、缝纫机，也能过日子嘛！”

“螺杆，他们全收下了。每根卖了
3000元！”此后，何世钧用挣来的第一桶
金，继续增添设备和人员，投身螺杆制造。

在当时舟山地区行署领导的支持
下，何世钧又成立了东海制塑螺杆厂，这
是我国第一家专业生产螺杆料筒的厂
家。后来他还向国家商标局注册了“金
海螺”商标。自此，中国螺杆专业制造的
时代大幕缓缓揭开。

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又踩准了时代

节奏，“何伯伯身上集中了企业家的勇敢、
科技人员的创新，还有把理想变成现实的
工匠精神。”在粟东平看来，正是有何世钧
这样的一批开拓者和先行者，国内塑机产
业加速出海。“5年前，业内对一些国外品
牌是仰视的，如今，已从平视过渡到俯视
了。”她表示，走过何老走过的路，新一代
中国塑机人的天地将更加广阔。

吃水不忘挖井人
浙东海岛铸就中国螺杆之都

金塘岛是舟山的第四大岛，与舟山
本岛一水之隔。这里本是一座默默无闻

的悬水海岛，自诞生第一根螺杆以来，这
片充满梦想的土地，逐渐将独特的“螺杆
经济”链条，从浙东延伸至世界各地。

吃水不忘挖井人。追悼会现场，何
世钧的徒弟翁志康难掩悲恸。“1975年，
我17岁，当时就拜他为师了。”翁志康现
在已是舟山一家螺杆公司的董事长，他
记得，何世钧去过五金厂、船厂，后来又
到农机厂，再到自己创业，其间都毫无保
留地传授专业技术、创业心得。

刚刚开始做螺杆的时候，整个舟山
没有氮化处理技术，得跑到上海制笔厂
去做处理。“师父和我就用木箱把螺杆装
好，从十六铺码头一箱箱背到22路公交

车，下了公交再背到制笔厂，回去也是这
样。”年轻的翁志康，在师父的言传身教
下，在心里种下一颗艰苦创业的种子。

跟随何世钧的脚步，金塘百姓也纷
纷下海创业，探索“小作坊”家庭生产，更
凭着低廉的成本、过硬的质量，改变了当
时只有西方国家和大型企业才能生产螺
杆、机筒的局面。

那时起，浙江块状经济版图，有了金
塘的一席之地——

改革开放后，金塘人为了摆脱贫困，
办过服装厂、羊毛衫厂、塑料厂，华侨也
来办过獭兔养殖场、袜厂、家具厂等，均
由于物流不便、成本高昂等原因，很快被
外地企业超越。

“只有何老首创的螺杆料筒，在金塘
生根发芽、枝繁叶茂，还带动了第三产业
的发展。”金塘管委会经济发展局相关负
责人说，每一个金塘人都在何老的发明
创造中获益良多。

听闻领路人逝世的噩耗，浙江中扬
螺杆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军兵倍感痛
心，一句句照拂后辈的叮嘱言犹在耳。
他也明白，这位一步步带领金塘螺杆私
营企业勇敢挤进中国螺杆市场的前辈，
转身离开的背影里，藏着技术创新、洞悉
市场之道。

2006年，金塘首次被中国塑料机械
工业协会授予“中国螺杆之都”，2019年
12 月再次被授予该项称号。目前全国
75%以上螺杆产品来自舟山金塘，已形
成较完整的产业规模。2023年，金塘螺
杆产业实现产值79亿元。

“有人问我，自己好不容易研究出来

的东西，为什么要把技术告诉别人？”生
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何世钧曾谦卑地说，

“我觉得技术是个有用的东西，带领大家
一起致富很有意义！”

曾经沧海难为水
弥留之际心系产业二次腾飞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
云。”5 月初的一天，妻子和长子何海波
守在何世钧的床前。病榻上的何世钧，
饱含深情地将这句诗念给亲人们听，并
向妻子表达了深深的眷恋之情。

一辈子，一句话。何世钧的徒弟徐
和能何尝不明白，这句情深似海的诗，也
饱含着师父对新时代金塘螺杆行业的
期待。

“师父在时，我和师父经常交流，不
管是技术革新还是市场开拓，他的理念
都很超前。”喊一世师父，受一生恩惠，当
年17岁就跟在何世钧身后的徒弟，如今
已成为金塘螺杆行业的中流砥柱，也和
一众师兄师弟们思考金塘螺杆二次腾飞
的突围之路。

20 天前，4 月 26 日，徐和能前去探
望何世钧。“那一天，师父很虚弱了，他还
是惦记着未来金塘螺杆行业的发展。”每
每想到这里，他心如刀割。

企业技术如何摆脱依靠引进和仿制？
同类企业又如何避免产能过剩？⋯⋯

即便“中国螺杆之都”声名在外，但
正如一根螺杆需要打磨光面，才能拥有
光彩熠熠的纹理。可眼下，低成本制造、
低价格竞争，依靠传统的生产方式，依赖
低廉的劳动力和成本竞争的格局正在改
变。加之塑料工业品种多、门类杂，各个
企业负责人理念又不尽相同，这些内部
的瓶颈、局限不容忽视。

“合力谋求发展之路！”那一天，师徒
俩说了很多。最后，何世钧用力地握住
了徐和能的手，久久没有放开。

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
轻。如今在金塘，越来越多兼具国际视
野和家国情怀的新生代企业家，正走向
台前，努力挑起大梁。“机器红利”代替

“人口红利”也日渐成为共识，全岛认识
到“智造”重要性的螺杆企业不断转型升
级，以勇者的姿态不断前行。

何老告别仪式次日，即 5 月 16 日上
午，甬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世界最长
海底高铁隧道——金塘海底隧道将从宁
波和舟山侧同时开始相向盾构掘进。不
久的将来，金塘，以及整个舟山，将迎来
一个全新的经济时代。

金塘岛上领路人金塘岛上领路人
——追忆中国螺杆之都奠基人何世钧追忆中国螺杆之都奠基人何世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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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由何世钧研发的中国第一代首台螺杆专用铣床无偿捐赠给舟山市博物馆。
拍友 姚峰 摄

2017年，由何世钧研发的中国第一代首台螺杆专用铣床无偿捐赠给舟山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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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端顺在乐理雪牛基地查看养殖情况。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