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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规模最大的本土肉鸡养殖企业、省内独

家引进“晓屯 882” 优良肉鸡品种、去年底优质肉

鸡首次“走出” 贵州省……近日，记者走进贵州

大兴伟业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探访该公司从养鸡

场到养殖企业的“养鸡故事” 。

“1995 年 8 月，我们在清镇市建立了大星坡

养鸡场，那便是大兴伟业的前身。 一开始，我们也

遇到了困难、走过了弯路。 后来在各级农业部门的

指导与支持下，自 2013年开始，公司决定实行新的

‘公司 + 农户’ 养殖模式，采取提供鸡苗、饲料、药

品、技术，回收成品鸡的方式带动农户共同发展。”

贵州大兴伟业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周伟说。

养殖模式确定了，“养什么鸡更好” 又成了

周伟思考的问题。 “2013 年以前，公司主要养殖

家禽良种脱温鸡，即在育雏鸡舍的保温室中待 15

至 20 天以上， 脱离保温要求的雏鸡苗长成的肉

鸡。 后来因为市场购买力、鸡饲料原料供应等因

素，我们意识到专注脱温鸡一个品种不利于长远

发展，于是开始接洽新的优势品种。 ” 周伟说。

自 2016 年起，该公司的“晓屯 882” 优良肉

鸡品种逐渐亮相各合作养殖户的鸡舍。 “晓屯

882” 是贵州大兴伟业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和佛山

市南海种禽有限公司合作， 结合西南地区气候、

地貌特点，采用“中药 + 发酵菌液” 模式配套养

殖，利用南海种禽拳头品种“南海黄麻鸡 1 号”

培育出的优质黄羽肉鸡。

“相较其他肉鸡，新品种肉鸡的抵抗力和环

境适应能力都更强，且具备糯香可口、肉质鲜嫩

等特点，更能获得消费者青睐。 ” 周伟说。

目前， 合作养殖户大多养殖 “晓屯 882” 肉

鸡， 清镇市流长乡马连村村民邓仕洪就是其一。

2017 年，在外务工的邓仕洪听闻村里鼓励养殖肉

鸡，回到家乡尝试和该公司合作。 “当时我租了

别人家的 1000 平方米鸡舍，就想着先试一试，没

想到第一年养完赚了约 6 万元， 发现效益还不

错，我就下定决心继续干。 ” 邓仕洪说。

短短几年间，邓仕洪的事业、生活都因养鸡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最近正在扩建鸡

舍，两个月后，我的鸡舍就有 4000 平方米了，到

时可养殖 32000 羽肉鸡，今年收益应该可以突破

20 万元。 ” 邓仕洪说。

周伟介绍，近年来，合作养殖户越来越多，各

养殖场也陆续升级了养鸡设施，鸡舍均安装了自

动水线、 料线及通风系统等现代化养殖设备，如

今已全部实现自动化养殖， 肉鸡养殖形成规模

化、标准化，肉鸡的品质、品相更好。

“现在肉鸡养殖的数量提上去了， 质量也升

上去了，加上外省肉鸡市场的变化，就形成了一

个转变———贵州肉鸡‘走出去’ 了。 ” 周伟说，以

前本地肉鸡基本 “不出山” ， 但从去年 12 月开

始，该公司陆续收到了青海、新疆、上海等省外订

单，至今已“出山” 20 多万羽。

2022 年，该公司出栏“晓屯 882” 肉鸡 500 多

万羽，带动农户收益 3000 多万元。 目前，该公司

存栏肉鸡 150 万羽， 今年以来的销售额已达 1.4

亿元。 “接下来，公司将通过提升肉鸡质量、延长

产业链等，继续打造‘晓屯 882’ 肉鸡品牌，带动

更多养殖户增产增收， 助力清镇市 3000 万羽肉

鸡产业高质量发展，为贵阳贵安肉鸡产业发展贡

献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 周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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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镇市站街镇高乐村是远近闻名的养鸡专

业村，这段时间，养殖户的肉鸡陆续出栏，和往常

一样，合作公司直接上门收购，养殖户收益颇丰。

杨孝江是高乐村的养殖大户，上半年他养了

8000 多只肉鸡，前几天，这些鸡一并被清镇温氏

畜牧有限公司收购，他拿到了 9 万多元现金。

“我是 2008 年开始养鸡的，当时也是响应政

府号召，就试着养了 6000 多只鸡苗，当年就有 7

万多元收入。 ” 杨孝江说，2007 年，清镇市引进清

镇温氏畜牧有限公司，以“农户 + 公司” 模式，提

供鸡苗、饲料、药物、技术指导，回收成品肉鸡，并

确保养鸡户平均每只鸡获利在 3.5 元以上， 让杨

孝江心动不已。

次年，杨孝江在自家门口建了一个 666 平方

米的鸡舍，第一批就养了 6000 多只鸡，并跟着技

术人员学习养殖技术。 “第一年没啥经验，死了

一部分鸡苗，但是有公司兜底，修建鸡舍还有补

贴政策，我们只要养好鸡就行了。 ”

“开始养鸡以后， 我们每年养鸡的收入都有 7

万多元，除去家庭开销外，每年还有存款。 ”杨孝江

的生活越来越好，46 岁时他学了驾照、 买了轿车，

之后翻修了房子、购置了家具，还将两个孩子送进

了大学。

“是养鸡改变了我的生活，我要继续把养殖事

业做大做强。 ” 杨孝江说，今年第一批鸡苗出栏以

后，他又购买了一批鸡苗，投入到下一批养殖中。

“目前，我又购买了 7000 多只鸡苗，经过对鸡

舍消毒后，已经开始进栏喂养。 ” 杨孝江说，经过

几次升级改造，现在他的鸡舍已经更新换代，加水

添料实现机械化操作，大大提高了效率，也能养殖

更多鸡苗。 “这批鸡苗预计年底就可以出栏，到时

候又有一笔收入，全年总收入有十来万元。 ”

为有效助推“强省会” ，清镇市将肉鸡产业确

定为农业主导产业，并在今年提出打造 3000 万羽

肉鸡产业高质量发展项目，站街镇也在谋划打造

集体养殖示范点，通过建立标准鸡舍，带动农户

扩大养殖规模。

“等标准鸡舍建好后，我也会租用部分鸡舍，

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让家人过上更加美好的生

活。 ” 杨孝江说。

养殖大户 养鸡有“钱” 景 致富道路宽

这几天，修文县阳明洞街道小山村村民徐富

兰家种植的猕猴桃迎来了丰收， 她每天都忙着

清理果园内的杂草，方便游客进园采摘。

“我们农场的猕猴桃可以采摘了，今年的猕

猴桃长得特别好，又是一个丰收年。 ” 徐富兰在

距离修文县城 7 公里的山里经营着一家名为

“徐老九” 的家庭农场，种植了 60 亩猕猴桃，每

到猕猴桃成熟的季节， 都会吸引许多游客前来

农场采摘体验。

徐老九家庭农场创建于 2013 年， 以种植猕

猴桃为主，基地建设生产始终以国家绿色食品标

准进行种植管理，采取“基地休闲采摘 + 线上零

售 + 公司批发” 的运行模式，得到了广大消费者

的喜爱和认可。

自 2013 年春种植猕猴桃开始， 到 2016 年，

徐老九家庭农场就发展带动当地农户种植猕猴

桃 400 多亩，并在广大种植户的努力下，在 2015

年成立了修文龙井关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促

进农户增收、推动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们农场的 60 亩猕猴桃大多是 2013 年春

开始种植的，2016 年初次挂果，去年产量 2 万公

斤， 年经营收入 20 万元， 今年预计产量 5 万公

斤。 ” 徐富兰说。

经过多年苦心钻研， 对如何提高猕猴桃产

量，徐富兰有自己的秘诀。 “光照和养分是影响

猕猴桃产量的主要因素， 今年我尝试把一些支

架上的枝条垂下来， 让枝条有更多空间吸收阳

光。 ” 徐富兰介绍，今年每株猕猴桃预计增产 10

公斤，证明了这种方法是有效的。

农场丰收了，徐富兰开始谋划如何将优质猕

猴桃卖给更多人品尝。

“以往我们的产品销售主要以线上销售、批

发和果园体验采摘为主， 今年我也打算尝试通

过直播方式进行售卖。 ” 徐富兰说，前不久市农

业农村局组织了一场直播培训， 让她掌握了直

播卖货的基本流程， 帮她打开了一条新的销售

渠道。

“以后我还想把家庭农场打造成农家乐和民

宿，让前来游玩采果的客人可以安心玩耍，吃住

都解决了，客人想停留多久都行。 ” 徐富兰说。

家庭农场 种植猕猴桃 增产有诀窍

走进位于白云区沙文镇沙文村的贵阳共享农

创城，宽阔的批发市场里功能区分明，货车和小轿

车来来往往，顾客络绎不绝，一派热闹景象。

贵阳共享农创城由白云沙文共享农创农民

专业合作社负责运营，是省市重点“菜篮子” 工

程、白云区重点民生工程，是集农副产品集配、

冷链物流、电商平台、商务办公和餐饮体验为一

体的“一站式” 商贸综合体，更是村“两委” 和

近 200 户村民的“心血” 。

2019 年，因城市建设需要，沙文村村民的土

地和部分房屋被征收。 为保障当地农民的长远

生计， 沙文村党支部按照 “政府主导、 自愿入

股” 的原则，在贵阳市探索村集体经济“1+1” 发

展方式背景下，通过采取“国有平台 + 合作社 +

村集体经济组织 + 党员” 的运营模式，吸纳沙文

村失地农户、被征拆户等入股，成立白云沙文共

享农创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运营贵阳共享农创

城。 其中，农户股东 194 户共占股 87%。

“这是沙文村壮大村集体经济发展，探索

出的‘创业转型 + 带动就业’ 新型村集体经济

发展路径。 ” 白云沙文共享农创农民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冉孟军说。

自 2022 年 1 月投入运营以来，农创城主要经

营水产品、食肉、果蔬等农产品批发和冷链物流配

送，经营面积 15 万平方米，分别建有水产海鲜、冷

冻产品、 副食干货调味品、 食肉禽蛋等八大交易

区，同时配套建设 5.21 万立方米冷库、农商总部、

餐饮体验、 电商平台、 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等设

施。2022年，农创城实现交易量 30万吨、交易额 20

亿元，给村民分红 120 余万元；今年上半年，农创

城已实现交易量 22 万吨、交易额 19.5 亿元，全年

力争突破交易额 50亿元，给村民分红翻一番。

“2022 年，我得了 3 万多元分红，加上门店

卖菜的收入， 共有 5 万元左右， 今年肯定会更

高。 ” 沙文村村民胡燕对农创城的发展满怀信

心，她同时是合作社的股东、农创城的商户。“以

前我在沿海城市打工，离家很远。 2019 年听说可

以入股合作社，以后每年有分红，村民还可以免

费租门店做生意，我就回来了。 ”

回乡后的日子让胡燕对生活多了一份期待。

“我在农创城附近租了几亩地， 种了些白菜、蒜

苗等。 一般早上 6 点左右，拉 100 至 150 公斤菜

到门店，一个小时就可以卖光。 ” 胡燕说。

“自农创城投用以来，我们安置了从业市场

主体 500 余户，带动就业 1000 余人，安置了农民

就业创业 500 余人，辐射带动白云区蔬菜基地合

作社和种植大户 80 余家，形成了‘市场 + 基地 +

农户 + 终端’ 的产销运作模式，已辐射带动白云

区食用菌生产基地发展 1000 万棒食用菌、 种植

1.5 万亩次蔬菜。 ” 冉孟军说，沙文村及合作社将

继续壮大村集体经济，通过产业振兴助力乡村振

兴，牢牢抓住乡村振兴“牛鼻子” 。

专业合作社 探索新路径 共享新成果

聚焦“四大经营主体”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贵阳贵安

今年以来，贵阳贵安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决策部署，以“强省会” 行动为抓手，按照“5555443” 工作思路坚定不移“强三农” ，紧盯

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四大经营主体” ，提升农业的规模化、组织化、专业化水平，不断增强农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徐老九家庭农

场的猕猴桃已成熟。

▲贵阳共享农

创城里的蔬菜商铺。

▲俯瞰贵阳

共享农创城。

龙头企业 质量“提上来” 肉鸡“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