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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海拾贝

早上 7 点，罗遵吉披上衣服，穿上

水鞋， 像往常一样钻进牛棚， 添草、拌

料……有条不紊地给牛张罗“早餐”，听

着牛哞哞的叫声，他脸上溢满幸福的笑

容：“看着它们吃饱，我心里很踏实。 ”

选择从城市回家乡创业，不仅是出

于对故土和家人的思念，更是因为找到

了致富的好门路。“我生在农村，长在农

村，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 2019 年从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我就打

定主意回乡创业。 之前父母一直在养

牛，我也挺喜欢这行。 一番调研之后，发

现家乡发展养殖业的条件不错，可以好

好做做‘牛文章’。 ”罗遵吉说。

创业之初， 罗遵吉面临很多挑战，

钱从哪来？ 如何养好？ 销售渠道在哪里？

经过参加致富带头人培训和到多

地学习考察，罗遵吉选择了“以短养长”

的养殖模式，养牛需要较长周期，养鸡

可以短时间回笼资金。 他向县就业局申

请了创业贴息贷款， 拿到启动资金后，

选址、搭棚、买料、种草……风风火火干

了起来。

“最初我只养了 9 头本地小黄牛，

畜舍也只修建了 300 平方米左右， 每天

起早贪黑地干，到现在已经有 46 头牛、

500 只鸡、20 头猪， 慢慢见到成效。 ”罗

遵吉说，后来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细心

观察牛的生活习性 、生长特点，向有经

验的“老把式”学习，摸索积累出了一套

饲养、配种、接产、保犊、防疫、治病的科

学养牛方法。

为了记录自己的创业历程，罗遵吉

学着拍起了短视频，通过各个平台传播

引来不少关注。 他顺势开启视频和直播

带货，产品品质得到众多粉丝的认可与

支持。

看到罗遵吉的牛养得不错，村民们

纷纷上门请教，他都热心分享自己的经

验。 在他的示范带动下，周边不少农户

从过去的“观望者”变成了“参与者”。

2021 年 12 月 ， 在众乡邻支持下 ，

罗遵吉当选玉屏街道水利村村委会副

主任。 一边是乡亲们的信任，一边是水

利村平地少且贫瘠的现状，如何带领大

伙过上更好的生活？罗遵吉的选择是积

极发展优势产业， 通过合作社建起 100

亩林下板蓝根示范基地，带动 200 余人

就业。

既要埋头苦干， 也要开阔视野 ，

2023 年， 在荔波县农业农村局的推荐

下，罗遵吉参加了西北农林大学“头雁”

培育项目， 开展为期一年的定制化、体

验式、孵化型培育。

“参加了‘头雁’培育项目之后，我

深感受益匪浅。 对自己的职业能力和个

人发展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同时也明白

了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实现自我突破。 ”

罗遵吉说。

从回乡搞养殖， 到创办农业企业，

再到当选村委会副主任，罗遵吉一步一

个脚印干出了一片天地，先后荣获 2023

年度“黔南州优秀团干部 ”、2024 年度

“荔波县劳动模范”等荣誉。

让青春力量在田间地头“乘风破

浪”，罗遵吉的创业故事只是一个缩影，

在贵州，还有更多的大学生回乡创业扎

根基层，正在广袤乡村实现着自己的理

想与抱负。

（张云开）

一步一个脚印干出一片天地

大学生“牛倌”的幸福“牛事”

仲夏时节，刚刚下过雨的贵州省荔波县玉屏街道水利村，远处的山岭

云雾缭绕，宛如一幅水墨画。

网络图片

MARKET�INFORMATION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