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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城事·民生

阅读提示

在叶欣瑞的努力下，牧场在2017年就通过无公害认证，还获得浙江省“美丽牧场”、浙江
省十佳畜禽养殖企业、浙江省绿色科技示范基地等荣誉。

□ 记者 谢佳俊 通讯员 刘雨沁

大学毕业，从大城市回到农村养牛是一种

怎样的经历？青田 95 后小伙叶欣瑞就做了这

样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选择。2015年，叶欣

瑞从上海回到青田老家帮父亲养牛，7 年间他

从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到如今看病、接生、繁

育样样精通的“多面手”，还创新了生态养牛模

式，发动村民种植牧草、回收秸秆、代养牛犊，

带着乡亲们过上共富的“牛日子。”

回乡养牛，攻克技术难题

“我决定回来养牛的时候，瞒着所有老师

和同学，怕他们笑话。”叶欣瑞有点不好意思地

说，2015年，他念完大学后，原本找了一份专业

对口的工作，但为了帮助当时创业养牛的父亲

减轻负担，于是回到了老家季宅乡皇山村。

叶欣瑞在大学主修商务英语专业，刚开始

养牛时完全是个“门外汉”，因为缺乏技术支

持，他回乡养牛的第二年就栽了个大跟头。

“2016年，我和父亲到吉林运了 70头牛，准备进

一步扩大养殖规模，但因为路途遥远，运回牧

场后 17头牛病死，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加上运费，每头牛的成本是一万元，牧场

一下损失 17万元，相当于那一年我们完全没有

了盈利，一家人干得十分艰难。”痛定思痛，叶

欣瑞下决心要攻克技术壁垒。

一开始，养殖场没有网络、没有电视，为了

方便学习，叶欣瑞安装了无线网络，购置了电

脑，白天早起割牧草喂牛，晚上学习技术到深

夜。功夫不负有心人，叶欣瑞逐渐吃透了养牛

的种种技术和疾病问题，并在 2019年开始尝试

繁育。

“以前我们从外地买牛，很多牛会出现应

激症状，如果不及时干预，容易生病甚至死亡，

风险比较大。”叶欣瑞说，他想通过自主繁育解

决这一难题，但第一次尝试就遇到了母牛难产

问题。经过多方学习后，叶欣瑞才知道选育的

品种牛因为牛犊体积大难产率很高，在生产时

需要人为助产。

“助产时要把手伸进母牛的子宫，调整小

牛的胎位，帮助它顺利生产。”叶欣瑞说，起初

经验不足，他只能判断母牛大致在某一天生

产，于是就搬了张躺椅，整夜守在母牛身边，

“现在基本一眼就能看出母牛上半夜生还是下

半夜生，村里谁家的母牛难产了，都会来找我

接生。”

去年，叶欣瑞又攻克了人工授精冷配技

术，成为全市首个掌握该项技术的养殖户。“这

意味着我们可以自主繁育一些国外的品种，比

如我们正在繁育的安格斯、西门塔尔等，极大

改善了我们牧场的肉源品质。”

绿色养殖，把“青田牛肉”推向市场

“刚回来养牛的时候，我计划用 5年时间把

牧场规模做到全市第一，然后回到上海做自己

想做的事情。”如今，叶欣瑞提早两年实现了当

初的目标，但回顾这一路的创业历程，他却觉

得“放不下”，想继续把牧场做大做强。

创业之初，瑞乐牧场只养了 8头牛，经过几

年的经营，如今牧场年年存出栏肉牛近 300
头。养殖规模扩大了，牧草供应成了一大难

题。为此，叶欣瑞和父亲远赴云南，引进试种

了十几个品种的牧草，最终选择了品质好、效

益高的皇竹草。

“皇竹草生长周期较短，一年能收割四

次，而且种植方便，不需要特别的管理。”叶

欣瑞说，牧场以每亩 200 元的价格向附近村

庄流转了 100 亩荒地，专门种植牧草，不仅增

加了土地利用率，每年还能为村集体提供一

笔收益。

与此同时，叶欣瑞还号召村民种植牧草，

牧场将以每吨 370元的价格回收。“一亩地能产

出 10 至 15 吨牧草，每亩地大约能为农户增加

四五千元的收入。”叶欣瑞介绍，同时牧场还会

回收农户手中的水稻秆，带动村民增收的同

时，将秸秆进行回收利用。

大面积种植牧草，对体力要求很高。叶欣

瑞坦言，一开始体力完全跟不上。“每天最辛苦

的事情，就是忙活田里的牧草。”最近他每天凌

晨 5点起床收割牧草，中午喂牛，傍晚又开着机

器去地里，一直忙到天黑。

尽管辛苦，叶欣瑞还是致力于将牧场打造

成一个高效、生态、循环、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闭

环养殖产业链，为消费者提供真正的健康绿色

高品质牛肉。在他的努力下，牧场在 2017年就

通过无公害认证，还获得浙江省“美丽牧场”、

浙江省十佳畜禽养殖企业、浙江省绿色科技示

范基地等荣誉。

如今，依靠着高品质的口碑，牧场的牛肉

通过互联网，建立起多个持续有效的农产品销

售渠道，“我们的销售渠道以网络电商平台和

社区团购为主，同时通过微信群和生鲜门店销

售。”叶欣瑞说，目前牧场的牛肉统称“青田牛

肉”，他计划先成为一个无可替代的供应商，然

后再考虑打造自己的品牌，将青田的牛肉推广

到更大的市场。

新厂房开工建设，带领乡亲奔向共富

“每年代养两头牛，每天上山顺手割点牧

草，喂两次牛，养大了牧场还能包回收，一年下

来一头牛能挣 6000 元呢！”村民叶奶奶高兴地

告诉记者，自从村里开了养牛场，村民们的钱

袋子实打实地鼓了。

前年，叶欣瑞的牧场推出牛犊代养项目，

村民只要交 5000 元保证金，就能代养一头牛

犊，第二年牧场以每斤 10 至 15 元的价格回

收。“这个模式既能扩大牧场的存栏量，又能带

动村民增收，是个一举两得的发展模式。”叶欣

瑞说，目前，牧场雇用了五个固定工人，附近村

民也会临时参与牧场工作，每年的劳务工资支

出大约有三十多万元。

开始自主繁育后，原来的牧场已经不能满

足养殖规模的扩大，牧场扩建迫在眉睫。这项

富民产业同样引起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

2020年，瑞乐牧场扩建项目获得 1000万元的投

资。“县财政强村富民资金出资 500万元入股牧

场，乡里的强村公司和牧场同时投资 500万元，

牧场按总投资额 10％固定分红每年返还给村

集体，以此促进村集体经济增收。”叶欣瑞介

绍。

近日，瑞乐牧场扩建项目正式开工，一座

三层高的楼房拔地而起，建成后这将是全省首

个以楼房养牛的项目。“新厂房配备了一系列

智能设备，可以实现环控、温控、饲控三大类数

字化管理，还能节约近一半的人力。”叶欣瑞介

绍，作为全市最大的山区规模化养殖场，新厂

房投入使用后，总存栏量可达 550头，牧场的规

模也将有质的飞跃。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科技和人才是

农业发展的基础。现代农业的发展离不开青

春力量，如今丽水正在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

希望在一揽子好政策的支持下，更多年轻人回

到丽水，将家乡发展得更好。”叶欣瑞说。

从“门外汉”到“多面手”

“95后”大学生回家养牛
带着乡亲们过上“牛”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