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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前景广

进山养黑羊

———“

95

后” 女硕士为

此放弃外企的高薪工作

“

95

后”硕士为何放弃外企高薪进

山养羊？ 这是唐含笑返乡创业后回答了

无数遍的问题：“这是我深思熟虑后做出

的决定。 ”

一年半以前， 唐含笑还在上海的写

字楼里核对各类财务报表。 现在， 在蒙

山深处，身着朴素的她，正握着半根挥断

的松枝，吆喝掉队的黑山羊。 从远处看，

她与山野间放羊的农民没啥两样。 但与

其交谈就会发现，无论是思维还是谈吐，

无不流露出一位新农人对自我进阶的严

苛思考。

“目前市场优质农产品的消费，已逐

渐从少数群体转向社会大众， 并且消费

地 区 也 不 再 局 限 于 北 上 广 等 一 线 城

市。 ”辞职前，唐含笑曾多次到北京、上

海、济南、临沂等地进行市场调研。 她发

现各地消费者愈加注重农产品的绿色、

安全、品质和营养价值，而沂蒙山区的蒙

山黑山羊，天然携带“绿色

IP

”。

蒙山黑山羊是山东省地方优良品

种，以前在平邑的山村，几乎家家户户都

会养上几只。 由于它生长速度缓慢、产

羔率低，农民逐渐更换为其他品种养殖。

尽管如此，如今在当地，过年或家里来重

要客人时 ，仍保留着买黑山羊来吃的

传统。

“在临沂各地市场中，打听黑山羊的

人很多，但卖家却不多。 ”唐含笑敏锐地

察觉到蒙山黑山羊的市场空白。

2023

年

9

月，唐含笑辞去在上海外企的工作，带

着

30

头蒙山黑山羊，来到平邑县武台镇

龙门道山庄。 学习养殖技术、 挑选放羊

场地……尽管她前期做足了准备， 但在

养殖过程中，仍有不少困难。

“单单放羊这一项，就头疼得很。 ”刚

买来羊羔时，羊不认家，吃完草不回窝，唐

含笑只能打着手电筒上山找羊，一找就是

两三个小时。 放羊的山路，大多是一些陡

峭的山坡，羊能轻松地跑跳登高，可人就

要手脚并用往上爬，磕碰是常事。

今年

3

月初，山上气温骤降，风雨不

止。 羊棚的遮风板被吹翻， 为了避免刚

出生的羊羔受冻， 唐含笑只能在雨中重

新用重物压好遮风板， 并在羊圈四周围

上保暖的毛毡布。 回来后她发现浑身上

下都被雨水打透，当天晚上就发了高烧。

提及养殖的艰辛， 唐含笑总是乐呵

呵的， 没有一句抱怨的话。 她的手机备

忘录里， 详细记录着每一个养殖环节可

能会出现的问题。“我要熟悉掌握各个

环节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如何规避、解

决。 这样才能保证黑山羊的品质， 以便

后续扩大养殖规模。 ”唐含笑说。

谈到下一步的发展，她计划通过“基

地

＋

农户”的订单养殖模式，扩大黑山羊

的存栏量。“我的场地仅作为种群基地，

在此繁育的羊羔由周边村民放养育肥，

达到标准后悉数回收。 ”唐含笑说，基地

统一羊仔供给、技术指导、疾病防疫等，

为农户“保驾护航”。

“这种模式既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农户的养殖积极性， 又保障了黑山羊的

品质， 并且我也有时间来畅通销售渠

道。 ” 唐含笑说，“目前基地内黑山羊存

栏量仅有

65

头， 仅在周边乡镇就能消

化。 但养殖规模扩大后， 我需要与大型

商超、餐饮等建立合作。 ”

（陈茹）

龙须菜托起产业梦

8

元 钱 一 斤 的 龙 须 菜 ， 你 吃

过吗 ？

走进金乡县卜集镇闫庄村

50

亩温室大棚基地， 一栋栋大棚在蓝

天白云的映衬下格外耀眼。 大棚里，

一行行龙须菜躺卧在田埂上， 幼嫩

卷须，色泽碧绿。 龙须菜不仅色泽诱

人，还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深受消

费者的青睐。

为 带 领 群 众 共 同 致 富 ，

2024

年， 闫庄村党支部书记闫建华深入

田间地头， 走访农户， 了解村情民

意，并自掏腰包，到寿光、砀山等地

学习， 敏锐地捕捉到龙须菜种植这

一特色产业。

2024

年

9

月， 闫建华组织召开

村民代表大会，为大家讲解龙须菜种

植的前景、技术及市场潜力，激发村

民的参与热情。 随后，闫建华先行先

试， 贷款

200

余万元， 流转

50

余亩

土地，建了

20

座高标准温室大棚。为

减少群众的顾虑，他让部分村民先以

土地入股的形式加入到龙须菜种植

中，等见到了效益，再逐户推广。

经过

5

个多月的精心管理 ，龙

须菜长势良好， 现已批量上市。“

3

天采

1

次，

1

个棚可采收

130

斤，

20

个棚能出

2500

斤左右，然后销往北

京，每斤价格在

8

元钱左右，平均

1

个月收入

20

万元，不到

1

年时间就

能回本。 而且龙须菜种一次，生长期

为

3

年， 这样之后的

2

年时间都是

盈利。 ”闫建华说。

如今， 每天数十名工人在大棚

里忙碌， 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每个人

的脸上。“每天采摘五六十斤龙须

菜，能挣

100

多元。 ”在此打工的村

民闫大姐说。

闫建华说， 龙须菜产业不仅为

村民带来可观经济效益， 还吸引了

东平县大杨镇、 接山镇等地群众前

来参观学习。 （郭君泽）

本土黑猪抢蚕的“菜”

消费者吃得“香”

养殖户收益更“香”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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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刊

临近春分节气， 王诚决定跑一

趟章丘，那里有正在萌芽的蛋白桑，

以及吃桑长大的本土黑猪。 蚕吃桑

猪吃粮， 可本土黑猪为何要抢蚕的

“菜”？ 这是山东省农科院优质猪肉

标准化生产技术及营养调控研究项

目的成果。

王诚， 山东省农科院畜牧兽医

所副研究员， 山东省牧草产业技术

体系省综合试验站站长。 去章丘这

条路，他已跑了

4

年。

3

月

14

日，春阳高照，记者跟随

王诚看他的“桑香猪”。 车行至济南

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溪村， 远远

见到蓝天映衬下的巨型“粉色大

猪”，呆萌可爱。 这是济南源虎食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源虎）的标

志性建筑。

走进“粉色大猪 ”的“胸部 ”，

5

位工人正在分割猪肉。 王诚轻车熟

路，绕着肉案“转圈”，看颜色，试弹

性，测脂肪。“肌红蛋白丰富，肌内脂

肪能达到

5

，背膘不足

3

。 ”王诚指着

测试的背对长肌， 兴奋之情溢于言

表，他把专业术语“翻译”成记者听

得懂的语言———外脊色泽红润类似

牛羊肉；肉间有雪花状脂肪，肌内脂

肪能达到

5%

以上；背膘厚度控制在

3

厘米以内 （正常黑猪背膘

7

—

10

厘米）。

不远处的种植区， 一大片半米

来高的“灌木丛”还未返青，在晒着

太阳。“这就是蛋白桑，源虎黑猪的

口粮， 粉碎发酵后可以替代很大一

部分豆粕和粮食。 ”济南源虎总经理

王元虎说。

济南源虎在章丘区双山街道三

涧溪村、 文祖街道黑峪村都有养殖

基地，总占地

2000

余亩 ，拥有能繁

母猪

500

余头， 年出栏近万头育肥

黑猪。

“添加了蛋白桑的黑猪，雪花肉

变多，背膘变薄。 ”王元虎说，蛋白桑

可替代部分豆粕和粮食， 每头猪养

殖成本降低

40

元—

80

元， 平均增

加利润

160

元—

170

元。 这对于他

们这样规模的黑猪农场来说， 是个

很大的数字。 目前，养殖基地种植蛋

白桑

100

余亩， 基本可满足自家养

殖场的需求。

“黑猪养得‘香’有两个标准，一

是消费者吃到的肉‘香’，二是养殖

户收益‘香’、有钱赚。”王诚介绍，猪

肉香不香， 国际上公认的评价标准

中，肌内脂肪含量是重要指标之一。

在我国 ， 猪肉肌内脂肪含量

3%

以

上，即为优质猪肉，这样的肉吃起来

就很香。 日本鹿儿岛黑猪肌内脂肪

能达到

5%

， 成为猪肉中的“奢侈

品”，其每

500

克售价达

300

元人民

币，养殖户很赚钱。 山东莱芜黑猪肌

内脂肪含量远超过鹿儿岛猪肉 ，为

5%

—

10%

，但养殖户收益并不高，原

因在于背膘过厚 （

7

—

10

厘米），料

肉比低。

2019

年开始， 在山东省农业农

村厅的支持下， 山东省农科院畜牧

兽医所开始在济南源虎进行优质猪

肉标准化生产技术及营养调控研

究，即对黑猪进行“身材管理”：一是

增肌。 运用高蛋白低能量饲料，控制

肥膘。 正常情况下，商品猪在生长阶

段饲喂地源性饲料加发酵豆粕。 试

验中， 项目团队用蛋白桑替代一部

分豆粕和粮食， 让黑猪摄入的蛋白

质比例增加，实现增肌减膘；二是增

脂。 育肥出栏前两个月，采用“出栏

倒计时配方” 饲喂高能量低蛋白日

粮，集中囤肥。 这时候的黑猪肌肉饱

满，增加的脂肪分布在肌肉间隙，形

成雪花肉。

具体执行过程中， 团队设置了

更多标准化参数。 比如，圈舍采用半

开放式， 猪均占地

3

平方米的运动

场，有适当活动空间，但又不至于跑

成“肌肉猪”。

项目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山东

省农科院畜牧兽医所于

2020

年

12

月举办瘦肉型猪品评会，于

2022

年

1

月举办鲁莱黑猪猪肉品评会，吸引

来自牧草、疫病、育种等各专业领域

的全国专家共

30

余人，测定和品鉴

结果为，“肉色明显改善，口感细腻，

风味浓郁醇厚”。 四年来，数据越来

越丰富，试验还在进行中。

今年， 王诚和团队成员将继续

用

80

头黑猪做蛋白桑试验， 分成

2

组，一组不添加，一组按

20%

的比例

添加，对前期试验结果进行验证，最

终得出优质猪肉标准化饲喂方案 ，

形成“桑香猪”品牌。

标准化， 是山东省农科院畜牧

兽医所多年试验所追求的目标。 王

诚介绍，规模养猪，大量出栏育肥猪

要有标准化方案做支撑，比如，饲料

成分配比、饲喂天数、圈舍条件 、活

动空间等，数据基本固定，规模养猪

的猪肉品质才稳定。 广东的“一号土

猪”采用的就是这个办法。

据了解，与普通蚕桑不同，试验

用的蛋白桑是省农科院经人工杂交

培育、草本化栽培，获得的高蛋白地

杂交桑树，也称草本桑、大叶桑 、蛋

白桑等， 蛋白质含量达

20%

，“像割

韭菜一样”， 一年可以收三四次，年

均亩产量达

8

吨以上。 用作本土黑

猪的饲料， 可大幅节约成本并调控

肌内脂含量和背膘厚度。 它在生长

过程中消耗的粪污是麦子等农作物

的五至六倍。

目前， 陆续有莱芜等地的黑猪

养殖场准备引进蛋白桑。 但由于添

加蛋白桑需要种植用地和粉碎发酵

设施， 一些养殖户不具备这样的条

件。 山东省农科院畜牧兽医所正与

部分饲料企业对接， 准备生产颗粒

状蛋白桑饲料， 满足更多养殖企业

需求。

（刘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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