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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城事·社区

阅读提示

龙泉锦溪镇下锦村与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东兴奶牛场进行产业合作，开展的奶牛托管养
殖项目，至今已是第四个年头。从2019年开始，该项目已为下锦村集体经济增收60.23万元。
2021年，下锦村的经营性收入首次超过20万元。截至今年11月，下锦村今年的经营性收入已
达40.13万元，并将在年底突破50万元。

“哞哞哞……”连日来，在龙泉市锦溪镇下锦村

的奶牛养殖基地里，伴随着此起彼伏的牛叫声，“牛

保姆”张观清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牛棚里，数十只奶

牛神气十足，有滋有味地吃着绿油油的鲜草，张观清

感到十分欣慰。“看着这些小奶牛一天天成长，我心

里是说不出的高兴！”张观清说。

原来，这是下锦村与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东兴奶

牛场进行产业合作，开展的奶牛托管养殖项目。2019
年 5月，秀洲区与龙泉市锦溪镇共同组建了“秀洲-龙

泉山海协作乡村振兴党群致富联盟”，将下锦村作为

“秀洲-龙泉山海协作乡村振兴示范点”，“奶牛托养”

便是其中最具特色、成效最为显著的一个项目。

“今年是‘奶牛托养’项目开展的第四年，从 9月

起，嘉兴市秀洲区东兴奶牛场的 65头奶牛分两批抵

达下锦村，进行为期 6个月的托养。”下锦村党支部书

记唐丽美向记者介绍，该项目由东兴奶牛场无偿提

供 6个月左右大小的小奶牛，运送到下锦村的奶牛养

殖基地进行饲养，增重约 7个月左右再送回东兴奶牛

场产奶。“前几批的奶牛都养得肥肥壮壮给客户送回

去，他们都十分满意，连夸我们养得好。”唐丽美笑着

说。

龙泉市锦溪镇位于高山地区，有着优越的生态

环境资源。作为镇政府所在地的下锦村，不仅草木

资源丰富、水资源优质、空气清新、气候条件适宜，而

且交通便利。“凭借着丰富的资源优势，奶牛的成长

十分健康，同时也为后期产出的牛奶品质提供了保

障。”唐丽美说，正是这样优质的资源，7个月的饲养

期，平均每头奶牛可增重 180公斤左右，增重部分按

35 元/公斤进行结算，东兴奶牛场进行回收，每头奶

牛毛收益能达到近 5000元。

“奶牛托养”项目时间短、见效快、收益好，迅速

成为下锦村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杀手锏”，使得下锦

村的经营性收入在短短几年实现翻倍。据统计，从

2019年开始，该项目已为下锦村集体经济增收 60.23
万元。2021年，下锦村的经营性收入首次超过 20万

元。截至今年 11月，下锦村今年的经营性收入已达

40.13万元，并将在年底突破 50万元。

在经营奶牛场时，下锦村运用“党支部+合作社+
贫困户”的模式，以党建为引领，通过合作社的模式，

由基地聘请当地的低收入村民担任奶牛饲养员，既保

证项目顺利开展，又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

与此同时，奶牛的引进也为下锦村“生态+”发展

带来了新思路。利用秋收后的秸秆喂奶牛成了下锦

村的独特做法；下锦村村民种植的鲜食玉米，不但能

为奶牛提供优质粗饲料，还能通过销售农产品增加收

入；通过农牧结合，将牛粪用于箬叶等其他农业经济

作物的肥料，发展循环经济，进一步提升生态经济。

记者 董陈磊 通讯员 周婕

龙泉锦溪镇与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开展“奶牛托养”

“牛保姆”一年能挣8万“托育费”

“牛保姆”张观清：

村里修建了奶牛养殖基地后，让

我来担任“牛保姆”，平时主要负责牛

场圈舍卫生、奶牛的喂食等工作。作

为农民出身，我本来就有一定的养殖

经验，再经过专业的养殖技术培训后，

更能轻松胜任这份工作。

对于我这样年纪大，又没有技术

的农民来说，这是一份很好的工作。

如今，每天在养殖基地照料这些奶牛，

一年下来，能领到 8 万元左右的“托育

费”，这放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情。

下锦村党支部书记唐丽美：

奶牛托管养殖项目入驻下锦村

后，效果立竿见影。一方面提高了村

集体的经营性收入，解决了部分村民

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还能利用当地

的生态资源优势，发展“生态经济”，可

以说是一举多得。

近年来，下锦村积极探索共富新

模式，除了奶牛托管项目之外，还有村

企合作的“锦溪蜜源·共富工坊”。共

富工坊是由乡贤联合邻近村打造“镇

党委政府+企业+村党支部+农户”村

企合作新模式，优先照顾村里的低收

入群体，特别是无技能的困难老人、留

守老人、残疾人等群体，帮助他们实现

家门口就业。

锦溪镇宣传干事周婕：

下锦村是一个以农业生产占主导

的近郊型乡村。近年来，下锦村紧握

“问海借力”这把金钥匙，汲取“山海协

作”发展资源和政策红利，与嘉兴秀洲

区多家单位开展党建致富联盟，“奶牛

托养”便是其中最具特色的一个项目

之一。通过搭建平台促进了贫困户和

专业养殖农场的合作，形成了村集体

“养牛”发展、贫困户“托牛”增收的双

赢局面，真正实现让农民钱袋子鼓起

来，让村集体富起来，这是共同富裕的

“基础桩”。

■ 村民声音

■二十大回响——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