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海里寻“农业经”田野间的逐梦人

■记者旁白

在长达一上午的采访中，郎时见反反复复

提到，感谢一路走来社会各界好心人的帮助。

这些人中，有的二话不说塞 5 万元现金给他创

业，有的义务替他吆喝土鸡找销路，也有的合作

时主动提前结清账款⋯⋯这些陌生的善意就像

一颗颗带着温度的种子，在他人生的土地上慢

慢长成遮风挡雨的绿荫。命运虽曾苛待于他，

人间却始终值得奔赴。

对于残疾人群体而言，在甜酸苦辣调味而

成的人间烟火气里，苦的味道或许更浓。命运

给了郎时见一张烂牌，让他的世界矮了半截，只

能以轮椅为支点丈量土地、凭书本和网络信息

跟上社会，但在付出比常人多得多的努力后，他

仍旧看到了广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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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让牛住上“楼房”

讲述人：郎时见

永康市鹏达家庭农场负责人

我平时没什么别的爱好，唯独对看书情

有独钟。虽说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书中自有

黄金屋”的道理我还是明白的。书本不仅让我

学到知识，还为我打开一扇窗，让我看到更广

阔的世界。在我农场的小屋里，有一个好几层

的书柜，密密麻麻地摆满了几十本书，这些书

就像我的“智囊团”。这里面有《墨菲定律》，

也有《中草药大全》《黄帝内经》这些医学养生

类书籍，当然，最多的还是《无公害肉牛高效

饲养技术》《牛病防治实用手册》等肉牛养殖

的书籍。

这些书可不是摆设，我毕竟是“半路出家”

搞养殖，靠着这些肉牛养殖、牛病防治的技术

书才慢慢摸索出养牛的门道。再加上之前“走

南闯北”考察各地养牛场的经历，我认识了不

少行业内的朋友，有啥问题微信上问一句，大

家都会很热心地指导我，所以现在牛有啥小毛

病，基本上能自己解决。

除了肉牛养殖类书籍，书柜上还有《图解

猪病》《图说观赏龟的饲养》《养兔新技术》《马

鹿养殖简单学》等书。我有个朋友打趣我说，

一个养牛户怎么还看这些书，难不成想转型开

动物园吗？其实我是想多学点知识和技术，毕

竟技多不压身，何况养殖业变数多，多学一门

技术就多一条路。

空下来时，我还会看自媒体运营、电商运

营、短视频营销相关的书籍。现在是互联网时

代，虽然腿脚不便，但在头脑上我得跟上时代

脚步。早在几年前，我就有做直播的念头，甚

至还专门去义乌参加了一段时间的电商直播

培训。我第一场直播在 2017 年，当时有 2000

多人观看，卖出了 20 多单。

往后我还有个小目标，我打算在深加工产

品上下功夫，开发牛肉干、牛肉丸、香菇牛肉酱

这些产品，并通过电商直播把销路做起来。搞

养殖嘛，也不能总盯着眼前的牛圈。

郎时见：
轮椅上的牧歌人生

工厂老板、三轮车司机、养牛人⋯⋯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标
签，串联起永康市鹏达家庭农场负责人郎时见命运多舛却自强不
息的人生轨迹。每个标签的背后，都浸透着他难以想象的汗
水与心血，凝结了他一往无前的执着和坚韧。

15 岁那年，命运给了我沉重一

击。一场突如其来的小儿麻痹症让

我的腿脚不听使唤，要依靠凳子趴

着走路，后来只能通过轮椅出行。

我弟弟也因为年幼时摔倒导致脊椎

骨受伤，影响了身体发育，造成终身

残疾，双脚不能站立。我们虽然身

体有残缺，却从未丢失“靠双手挣未

来”的梦想。

在养牛之前，我干过很多行

业。永康“滑板热”兴起时，我们兄

弟俩办过滑板车配件加工厂，后来

还和朋友合伙开过沙滩车公司，但

没想到朋友一夜之间卷款跑路。那

次的经历一下子就把我击倒了，好

不容易有点起色的人生，忽然间又

直坠谷底。但生活总要继续，因为

腿脚不方便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我

只能驾驶残疾人三轮车载客谋生。

原以为我这辈子就这么凑合过

了，直到一位朋友点醒我：“你脑子

活，点子多，开三轮车太可惜了。正

常人付出努力能做到的事情，你付出

10倍凭什么做不到？”朋友的这些话

像一根刺一样，深深扎进了我心里。

于是，2010 年我和弟弟用身上

仅剩的1500元作为创业资金，在石

柱镇前郎村办起了养鸡场。我本就

是土生土长的前郎人，自然想在乡

下老家干出一番事业。出于对养殖

成本和经济价值的考量，我一开始

养的是火鸡。火鸡是肉鸡，体型大、

产肉量高，单只成年火鸡的经济效

益显著，而且火鸡可以喂食杂草，不

用吃饲料，可以大大节省饲料成

本。在当时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养

火鸡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然而，永康人大多吃不惯火鸡

肉，养的火鸡只能销往外地，运输成

本高。于是在办养鸡场的第二年，

我果断转向本地市场，改养土鸡。

我通过看书、上网自学养鸡技术，小

鸡长得快，吃得多，一天要吃掉两大

包饲料。为了赚钱买鸡饲料，我白

天出去开残疾人三轮车载客，赚到

200 元就拿 150 元去买第二天的饲

料。夏天最热的时候，别的车子都

停在树荫下休息了，只有我还顶着

大太阳在路边等客人。一想到家里

的鸡群还要喂，我宁愿自己苦点累

点，多干一单就能多赚一点。因为

双脚无法站立，我载客时一整天都

不方便起身，经常回到家才发现，汗

和血混在一起粘在裤子上。现在想

回去，那段日子真的很艰苦。

后面几年，养鸡场开始慢慢走

向正轨。但好景不长，禽流感等一

系列冲击接踵而至，土鸡养殖行业

雪上加霜。痛定思痛，我意识到土

鸡养殖可能不是最优选——鸡的死

亡率较高，散养不好管理，尤其是我

腿脚不方便，一有情况无法及时进

到鸡舍中查看情况。

既然这条路不好走，那我就换

一条。2022 年，我重振旗鼓，转型

肉牛养殖。肉牛圈养起来好管理，

出现问题也能及时干预，而且牛作

为草食性动物，可以喂养草料，我

能去田里割草回来喂，不会像之前

养 土 鸡 一 样 担 心 没 有 资 金 买 饲

料。虽然现在养牛也有难处，但对

于肉牛的行情，我一点也不怕。每

天早上起来，看着牛舍里的 30 多

头牛甩着尾巴，几只狗在一旁蹦

跶，远处的山绿油油的，我就觉得

日子有盼头了。

时代在进步，农业也得与时俱

进。作为新时代的养牛人，我深知

传统粗放式的养殖模式已经不适应

未来的发展需求，现代化、绿色化才

是出路。

在开始养牛前，我曾经去过河

南、山东、内蒙古等地的养牛场考察

取经，学习先进养牛经验。其中，唐

山的一个奶牛农场让我印象深刻。

那个农场现代高效，气味很小，打理

得很干净，一改传统养牛场脏、臭的

印象。当时我就下定决心，我也要

打造一个这样的农场。

我现在的养殖模式，已经初步

形成了生态循环：青储机精准采收

自种的高丹王牧草和玉米秸秆，通

过输送带送入搅拌机搅拌成草料，

再由自动撒料车精准投喂。小铲

车则用来收集牛粪，吸粪车将牛粪

倒入化粪池，经过干湿分离机处理

后，干牛粪成为优质有机肥，重新

回归土地，滋养作物。这样一来，

草和秸秆喂牛，牛产粪，粪肥田，

转了一圈又回到地里，啥都不浪

费。

但我觉得这还不够，在土地资

源越来越紧张的背景下，既然工业

可以上楼，养殖业为什么不可以向

上发展，向空间要效益？目前，我

正在筹划更加高效集约的高空养

殖——最底下一层用来处理秸秆，

提供优质肥料，第二层、第三层用

来标准化养牛，最顶上一层则用来

无土化栽培牧草，提供牛饲料。这

样不仅能提高土地利用率，还减少

了运输成本，更加方便高效。

郎时见养的肉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