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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华市婺城区乾西乡的一

片坡地上，11栋鸭舍整齐排列。这

里住着12万只蛋鸭，圈养它们的

是冯伟峰夫妇。这些鸭子有些与

众不同，吃的是益生菌发酵的饲

料，产出的鸭蛋安全、美味，颇受市

场欢迎。

冯伟峰是个“80后”，从南京农

业大学动物医学专业毕业后开始

从事饲料药品销售，一度做到浙中

区域饲料药品总经销、蛋鸭饲料总

代理。

一次偶然的机会，冯伟峰的学

弟学妹找到她，希望可以探索一套

益生菌养鸭的模式。“用益生菌代

替药物，安全又有效。”说干就干，

那段时间，冯伟峰几乎天天蹲在试

验基地，观察记录鸭子在不同时

期、不同温湿度下的产蛋量和品

质，并记录蛋鸭产蛋习性，寻找共

同点和差异化。4个月后，他们发

现益生菌发酵饲料的养殖模式可

行。

为了推动益生菌发酵饲料养

殖的发展，2018年，冯伟峰注册成

立了金华市金婺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2019年婺城区金峰蛋鸭养殖

场基地成立并开始生产运行。经

过一年多的实验，冯伟峰总结出一

套适合一年四季温度变化的益生

菌发酵配方，在养殖生产中可减少

甚至杜绝使用抗生素。

很快，“无抗鸭蛋”成了冯伟峰

蛋鸭养殖场的新标签。她的养殖

场因坚持益生菌发酵养殖，鸭蛋和

老鸭品质在同行业里遥遥领先。

“我们的模式吸引了省农科院专

家，他们希望把我们的理念和方式

推广出去，让所有的蛋鸭养殖专业

户学习并接受无抗养殖方式。”

益生菌养殖这一提法不算新

鲜，但真正落地实验，冯伟峰和她

的团队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我们一路摸着石头过河，碰到

过许多困难，也见证了不少欣喜的

变化。”冯伟峰说，益生菌养殖成本

比普通养殖成本略高，但生产出来

的鸭蛋品质更好，价格比普通鸭蛋

每公斤贵2元左右。相比之下，许

多市民更青睐“无抗鸭蛋”。

去年，冯伟峰开始对鸭舍进行

基础设施建设，用独创性新设计，

建起全国第一家全封闭半旱养鸭

场。目前，她的养殖场是我省单

体规模最大的蛋鸭生产示范区，

日产鸭蛋6.5吨，总产量2000吨。

孙梦婷

来自象山县的4000多羽

“浙东大白鹅”，在吉林延边龙

井市安家至今生长情况如何?

种鹅养殖基地马上要竣工了,

各项设施能否满足后续的规

模化养殖？这些,都让象山的

“鹅专家”们分外牵挂。

近日，象山县畜牧兽医总

站站长陈淑芳和象山文杰大

白鹅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陈

文杰，带领技术人员辗转

2500公里，来到龙井市老头

沟镇查看基地建设情况，并对

农户做养殖指导。

龙井市是象山的对口帮

扶地区，白鹅养殖则是象山与

龙井的对口援建项目之一。

2018 年,象山文杰大白鹅养

殖有限公司与龙井和谐生态

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成立了

延边鹅如君禽业有限公司。

2019年，宁波安排帮扶资金

建设鹅舍及附属配套设施，预

计今年7月中旬前能够完工并

投入运营。

象山白鹅养殖项目建成后

将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

模式，由公司提供鹅苗给贫困

户养殖，长成后企业全部回购，

还计划额外拿出部分经营收

益，回馈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

“目前，合作社试养的

2000多羽种鹅已陆续产蛋，

由农户养殖的鹅苗也茁壮成

长，基本达到回购标准。”陈淑

芳介绍，不过，因地理气候饲

料等因素，试养中仍碰到不少

挑战。“今年就有养殖户反映

不少大白鹅患上痛风病。”后

经双方几十次的“线上+线下”

诊疗，对症下药解了难题。

“此前在象山本地养殖大

白鹅从未发现这一病症，病因

在于饲料里蛋白质含量过

高。”陈淑芳说，这次，为了让

龙井当地农户能够更全面地

掌握养殖技术，象山“鹅专家”

团队中的两名技术人员将常

驻于此，帮助当地攻克养鹅中

的技术难题，助力“远嫁”龙井

的象山“扶贫鹅”开枝散叶。

当前南方天气炎热，白鹅

已进入休蛋期，而龙井的温度

和湿度刚好适宜其生长和产

蛋。“象山的近3万羽鹅苗早已

准备就绪，只等老头沟的鹅舍

投运就能马上到位，能够最快

速度达产见效。”陈文杰表示，

按照规划设计，龙井的“象山

白鹅”养殖项目将形成3万羽

的养殖规模，预计年产优质鹅

苗60万羽，有望带动周边千

余户贫困户增收脱贫。

郑丹凤

象山：
“鹅专家”千里扶贫
助产业“开枝散叶”

近日，云和县农业农村局与正

邦集团签订了云和县伏布生猪养

殖基地招商投资框架协议。

该项目落户在该县元和街道包

山村伏布区块，占地约300亩，其中

100亩为建设养殖生产区的设施农

业用地，其余200亩为油茶树种植用

地。项目建成后，可年出栏生猪5万

头。

“年出栏生猪5万头的生猪养

殖项目落地包山村伏布区块，将推

动我县生猪产业迅速崛起并实现

转型升级。”云和县农业农村局工

作人员介绍，下一步，该县将与企

业、街道积极对接，全力以赴做好

协调服务，确保项目早落地、早建

成、早达效，实现多方共赢。

王凤凤 项大圣

云和：年出栏5万头生猪项目落地

为加大精准扶贫力度，近日，

淳安县出台《低收入农户产业发

展扶持实施细则》，增加低收入农

户养殖生猪和种植水稻、大蒜、生

姜、辣椒、豆类等补助政策，以及

村集体发展水稻种植产业类扶持

政策。

《细则》指出，对低收入农户种

植水稻0.3亩以上、养殖生猪5头

及以下，将分别给予每亩1200元

和每头500元的补助，允许委托代

管代养，并支持村集体发展水稻种

植；对新建水稻种植基地改造所需

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机耕路、

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项目等，按

照总投资额80%比例给予补助，水

稻种植基地劳务用工优先安排本

集体经济组织中的低收入农户，扶

贫资金投入产生收益的40%分红

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中的低收入农

户。

支持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农民

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

体，通过吸纳土地、资金等要素入

股或就业等方式，带动低收入农户

发展生产，对扶持带动能力强、帮

扶成效明显的经营主体按当年实

际支付低收入农户收入（包括股

金、租金、工资、农产品销售收入

等）的2%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2

万元。代养低收入农户生猪的，需

签订委托代养生猪协议，可享受低

收入农户生猪扶持政策，经营主体

须支付低收入农户每头不低于800

元的收益。

义永华 吴茂东

淳安：鼓励低收入农户养猪增收

“你的鸡棚在山脚底下，

湿度大，小鸡容易得病，鸡舍

木架要垫高一点……”近日，

开化县华埠镇畜牧兽医站专

家钱小华，来到华兴村村民周

彩军家，给小鸡养殖问诊把

脉，并送去消毒药粉。

55岁的周彩军原来是个

木工，妻子早逝，儿子智障，10

多年前他因病吃不消干体力

活，失去经济来源，家境贫困，

是开化县第十六届人大代表

吴升龙的联系户。6月16日，

吴升龙买了 20 只“扶贫鸡

苗”，专程给周彩军送去。周

彩军很高兴，在自己的住房一

侧建起鸡棚，周围建起栅栏。

不料， 没过几天，有几只小

鸡便不愿活动了。

“我正为这事发愁，不知

道小鸡是不是生病了？幸亏

你们来得及时。”周彩军说，他

以前没有养过鸡，对养鸡一窍

不通。“为了让小鸡有一个环

境适应的过程，0.5公斤重以

前，不宜在外面放养。要购买

专用鸡饲料和饮食水桶。鸡

棚后面要开条排水沟，降低湿

度。另外，还要进行全面消

毒。”钱小华在现场一一进行

指导，还给发病的小鸡喂药，

做示范。

目前，华埠镇94名县、镇

人大代表，分别在94个网格

内，联系基层治理重点户80

户、困难户218户、实体经济

发展户101户。“送项目还要

送技术，跟踪服务好是成功帮

扶的关键。”华埠镇人大负责

人程晓兵相告，为了把联户工

作做深做细做实，该镇人大牵

头组织相关技术人员、专家对

联系户进行后续跟踪服务，特

别是对低收入农户、贫困户，

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在生产过

程中碰到的技术难题，确保联

系户发展项目出成效。

方争游 倪月华

开化：
人大代表结对贫困户
送鸡苗送服务助脱贫

大学毕业生夫妇当“鸭倌”不走寻常路
建起全省单体规模最大的“无抗”蛋鸭生产示范区

近日，在德清县钟管镇清溪鳖业基地的“藕鸭共生”藕田里，农民们正在田间管理草鸭。近年来，德清县充分

利用稻田、藕田空间，发展“藕鸭共生”“藕虾共生”“稻鸭共养”“稻鱼共生”“稻鳖共生”等生态种养模式，“一水多

用，一地多收”，助力农民增收。 王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