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1月9日 星期六 7编辑：徐碧芳 版式：顾晓颖

电话：0571-86757165 E-mail:bfxu01@126.com 创 业

窑炉开工第一天，义乌“90后”农

创客楼俊菁兴奋得睡不着觉，大晚上

就手绘了一张“万物皆可烤”海报：面

团捏成圆形，涂抹上猕猴桃酱，加入

芝士、青椒、香肠和水果切片，一个系

围裙的姑娘手拿长柄铲，烤出猕猴桃

味比萨……一星期后，义乌市大陈镇

八都溪猕猴桃基地窑炉开火，孩子和

家长一起动手做比萨，海报里的场景

成了现实。

“90 后”楼俊菁就是这样一个说

干就干的义乌人，她走路风风火火，

身上仿佛有使不完的劲。13年前，父

母试水建起猕猴桃园；如今，她让越

来越多的人走进果园，这种清甜香软

的水果被吃出各种花样。

子承父业接管果园
近日，笔者从金华市区驱车一个

半小时，到达义乌市大陈镇溪后村，

正值猕猴桃采摘季，沿途不少摊位打

着猕猴桃售卖的招牌。沿着八都溪，

一路闻着桂花香，笔者来到楼俊菁家

的猕猴桃基地。“爸妈 2011 年种下第

一批猕猴桃果苗，现在基地有 100 多

亩，今年产量15万公斤左右。”楼俊菁

笑言，她是看着果苗长大的。楼俊菁

一家是溪后村人，她还在上高中时，

父母投身农业，种下了近 500 亩猕猴

桃。

回顾种植猕猴桃初期，楼俊菁的

父亲楼柏成记忆犹新。“前几年都在

摸索，买苗、种植、搭棚……没什么产

出。”最让他头疼的是，猕猴桃有一种

溃疡病，一旦得病几乎是毁灭性的。

“一大片果苗烂光，没办法只能挖掉

重种。”刚开始种下的猕猴桃，结的果

子小，价值不高，为此，他们求助农技

专家，学习技术，追加投入，增加农业

设施，搞基建、建大棚、做喷灌……露

天种植的猕猴桃备受小鸟喜爱，需要

人工一个个套袋，成熟后再一个个摘

袋。“做农业真的很难。有之前多年

的经验积累，才有这些年的丰收。”楼

俊菁感叹地说。

如今楼俊菁家的猕猴桃基地，虽

然没有初期的规模大，但产量和品质

越来越稳定，目前种有“红阳”“金艳”

“徐香”等红心、黄心、绿心多个优质

品种猕猴桃，还被评为省级农业示范

基地。钻进一片“红阳”猕猴桃林，放

眼望去，一个个猕猴桃果实饱满，挂

在头顶，一派丰收景象。基地内，工

人正忙着选果，一箱箱包装好的猕猴

桃礼盒整齐摆放在库房里，等待发往

全国各地。

楼俊菁直言，自己真正参与猕猴

桃基地运营管理也就近几年，“我大

学学的是酒店管理，毕业后就在酒店

工作。父母年纪渐长，弟弟远在甘

肃、丈夫工作稳定，只有我能接手”。

对于乡村和田园，楼俊菁有着一份天

然的亲近，平时就喜欢往基地跑，也

喜欢带朋友到乡村玩。“当时正值大

陈镇打造全域旅游，我就开始思考如

何为基地引流，也做了不少尝试。”楼

俊菁说。

创意不断玩出花样
去年开始，喜欢摄影的楼俊菁陆

续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打卡猕猴桃基

地的照片，引起不少人兴趣，他们都

想带孩子、朋友过来采摘。她像是突

然打开了一个新运营思路，“一个人

玩，不如一帮人一起玩”。

如今的楼俊菁，将在基地的工作

看成是玩和交朋友，她热衷于给朋友

们拍美照、发视频。在玩的

过程中，楼俊菁敏锐

地察觉到不同年

龄、不同客户的

不同需求，于

是，策划对

接 了 个 性

化的采摘

游 、亲 子

游 、团 队

游 等 活 动

方案。最近

的每个周末，

基地里都有不

同活动，也得到

较好的反响。

“针对小朋友不知道猕

猴桃是怎么生长的，我们设计了自然

科普研学课程，通过绘画、手工等环

节，让他们了解猕猴桃的生长过程。”

今年，楼俊菁在基地专门开辟空间用

来举办活动。“最受欢迎的项目是自

制猕猴桃饮品，有趣又好喝。”国庆假

期，基地迎来一拨又一拨采摘客，最

多一天售出五六百箱猕猴桃。楼俊

菁一连忙活了好几天，开展了6场活

动，其中就包括她心心念念的窑制猕

猴桃比萨。

“种植猕猴桃有个痛点，一年采

摘季只有两个多月，我也在思考如何

拓展项目、运营基地。”楼俊菁介绍，

基地猕猴桃自产自销，采摘下来的猕

猴桃保存在冷库里，可以一直销售到

年底。树上没有猕猴桃时她就熬制

果酱，做延伸产品。“有了窑炉，我们

提出‘万物皆可烤’概念，基地活动或

许就能贯穿全年。”楼俊菁指着窑炉

前的小路，畅想未来将那一片打造成

适合年轻人游玩的休闲项目。

业余时间，楼俊菁还是一名兼职

摊主，带着她的木头画材料去各地创

意集市摆摊。“摆摊也是学习，我不知

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就去摆摊，看看别

人如何做活动、做运营。”像猕猴桃销

售礼盒，有 0.5 公斤、1 公斤、2.5 公斤

不同规格，分别适合社区团

购、赠送礼品等不同群

体，这些就是她站

在 客 户 角 度 不

断 优 化 改 进

的结果。“做

生意不能固

化，比如同

一 批 客 人

去 年 和 今

年的诉求就

不 一 样 ，我

们要努力去适

应他们。”楼俊

菁说，“做农业，运

营场地或内容都一样，

不仅要耐得住寂寞，更要有

创意。” 潘慧 方丽

摘鲜果 制果酱 烤比萨

她把采摘游玩出新花样

“从蛋壳的薄厚、有无裂缝，就能看

出蛋鸡是否健康。”在浙江亿顺牧业有限

公司的恒温鸡舍内，负责人周萍阳将一

枚鸡蛋从传送带上拿起，放在手电筒下

细细查看。

八年前，他凭着对市场的敏锐洞察

力，与人合伙投资千万余元，在天台县三

合镇朗树前村创办了浙江亿顺牧业有限

公司。

从最初的5万羽蛋鸡到如今的20万

羽蛋鸡、日产鸡蛋18万枚，周萍阳不断引

进蛋鸡规模化养殖新技术，将智能化设

备与技术应用于养殖过程，走上了一条

智慧养殖致富路。

开启数字智慧鸡舍

走进鸡舍，只见两侧的风机正不停

地运转，自动化设备一应俱全，自动喂

食、自动上水、自动集蛋……每一个环节

都体现着蛋鸡养殖的全流程自动化。

“我们鸡舍是室内恒温的，自动投

料、自动供水、自动通风，还有能实现全

自动拣蛋的中央鸡蛋线，去年还新买了

一台智能巡视机器人，能替代人工24小

时观察鸡舍情况。”谈到鸡舍里的智能设

备，周萍阳滔滔不绝。基地内，还配备了

严格的消毒和检测设备，在提高生产效

率的同时，保证了蛋品质量。

自动输蛋线不停运转，一枚枚当日

新产下的鸡蛋，经自动化生产线被送至

分拣室，等待工人分拣、装托、称重、装

箱、打包。“目前一天能生产鸡蛋 1 万公

斤，都是当天拉走，主要销往省内。”周萍

阳说。

健康鸡产放心蛋

近几年，人们对优质无抗蛋品的需

求量逐渐增加。在我省大力推行“兽用

抗菌药使用减量化和饲料环保化”行动

之际，亿顺牧业率先实现了全程无抗生

素养殖。

“蛋鸡无抗养殖必须从源头抓起，我

们一开始选的就是优质鸡苗，宁可价格比

别人高，也要保证鸡苗质量。幼鸡饲料也

是自己调配，保证其全面均衡的营养摄

入，为蛋鸡的生长、产蛋、免疫打下基础。”

周萍阳深知如何产出一枚放心蛋。

从开始的“养鸡小白”到“养鸡达人”，

这一路，周萍阳也曾碰到不少难题。

2021年，由于气温骤降，一波“感冒”潮袭

来，一时间产蛋量急剧下滑，周萍阳果断

使用中草药代替抗生素，及时挽回损

失。此后，他更是不惜成本，增加鸡苗的

疫苗接种次数，以防为先主动提高蛋鸡

免疫力。

此外，为增强饲养管理能力，周萍阳

先后前往江苏、湖北等地，与当地蛋鸡养

殖大户交流经验，积极带领员工参与畜

牧培训，学习新技术、新知识，紧跟农业

现代化发展步伐。

鸡粪变“金”疙瘩

鸡粪的处理是不少蛋鸡养殖负责人

的烦恼，稍不注意就会对周边土壤、水资

源造成污染。但在周萍阳面前，如何处

理20万只蛋鸡产生的大量鸡粪，却成了

一件轻松事。

鸡舍内的鸡粪通过自动清理装置，

从鸡笼下方直接被传送至设备处，从源

头避免鸡舍内鸡粪产生的异味。经过烘

干处理后，曾经的臭鸡粪摇身一变，成了

农户们喜爱的纯天然有机肥料。

“今天要装10吨回去，都是农户提前

订好的，他们买去给果树、茶园当肥料，

这是上好的有机肥。”临海的马师傅正在

树荫下等待肥料装车，连续几天，他都在

这里购买鸡粪肥料。

“以前鸡粪不好处理，都是求着别人

拉走，现在反倒能卖钱了。每年的 3-7

月，是鸡粪肥料的需求旺季，一吨能卖出

600元，要的人很多，常常供不应求。”周

萍阳笑着说。

短短数年间，这位返乡创业的“新农

人”，将传统养殖场升级成科技含量满满

的绿色循环养殖基地。“接下来，我计划

再购置2台巡视机器人，把基地扩大到50

亩，把蛋鸡养殖产业变成‘摇钱产业’。”

周萍阳说。 王丽娜

鸡蛋变“金蛋” 铺就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