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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平冬，1990年生，是浙江

一家农业科技公司负责人。他

放弃高薪工作返乡创业，聚焦数

字化养鸡项目，带领团队自主研

发“智能溯源脚环”，变“牢笼鸡”

为“跑步鸡”。以“公司+村集

体+农户”的运营模式，累计带动

1800多户农民增收致富。

90后返乡创业
给散养土鸡开个“身份证明”

在唐平冬的养殖基地，一只

只放养的土鸡遍布山林，自由地

觅食，这就是唐平冬引以为傲的

创业成果——“跑步鸡”。与平

时所见的土鸡有所不同，每一只

“跑步鸡”的脚上都戴了一个印

有二维码的“智能溯源脚环”。

唐平冬说：“掏出手机来扫

一扫鸡脚上的二维码，就可以看

到这只鸡养在哪个农场、谁来养

殖，最大的核心点就是能查询到

这只鸡跑了多少万步。”

这已经是90后“农创客”唐

平冬返乡创业的第九年。2014

年，唐平冬放弃了城里一份高薪

稳定的工作，回到浙江温州泰顺

老家，带着乡亲们一起琢磨能够

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创业的第一步，唐平冬瞄准

了养鸡产业。按照常理，农村的

散养土鸡肉质紧实、口感细腻有

韧性，往往更受市场的青睐，但乡

亲们辛辛苦苦养的鸡却无法向消

费者证实散养的真实性，经常是

挑下山去卖不了又只能挑回来。

如何给散养土鸡开一个“身份证

明”？手机软件里的“运动步数”给

了苦思冥想的唐平冬一个灵感。

“我发现有一个朋友每天刷

运动步数，同时戴着运动手环还

可以实时进行信息交互。我想

如果把这样的技术运用到养鸡

里面，应该非常有亮点。”

“跑步鸡”全链条可追溯
免费为农户提供鸡苗和培训

灵感迅速转化为成果，“跑步

鸡”项目应运而生。唐平冬和他

的团队自主研发出“智能溯源脚

环”，将脚环绑在鸡的脚上，就能精

确地记录下这只鸡所走过的步

数，而“跑步鸡”跑到哪里都逃不出

大数据的眼睛，从孵化、喂养到出

栏都变得“有迹可循”，也实现了更

加严格的养殖过程把控。唐平冬

说，除了要做到全链条可追溯，成

为一只能够出栏销售的合格“跑

步鸡”还有一个“硬性标准”，那就

是必须要跑到100万步。

数字赋能让“跑步鸡”赢得

了市场的信任，打开了销路。而

为了扩大养殖规模，带动乡亲们

一起加入养鸡大军，唐平冬琢磨

出一套“公司+村集体+农户”的

合作模式。公司与农户签订协

议，让农户担任养殖员的角色，

并且免费给他们提供鸡苗、智能

溯源脚环和养殖技术培训。

几年下来，唐平冬的公司共

销售“跑步鸡”近80万羽。在他

的带动下，周边1800多户农民

实现年平均增收2万元，7个村

集体的年收益都实现了10万到

15万元的增长。

2021年，以“跑步鸡”项目为

依托，唐平冬牵头打造了集养殖、

休闲观光和研学体验为一体的农

创客创业园。培养主播团队、为

创业者提供宣传和培训服务、设

立研究所和工作室，如今，创业园

正在聚集更多的年轻力量。唐平

冬和他的“跑步鸡”，跑出了一片广

阔的市场新天地，更带领乡亲们

跑出了致富加速度。 （据央广网）

这位返乡创业的90后
给“跑步鸡”戴上了“计步器”

日前，笔者走进广东省湛江

市徐闻县锦和镇羌园村，只见一

株株高大粗壮的果蔗“肩并肩”，

叶子油亮翠绿，村民正挥舞着手

里的刀收获“甜蜜”。

依托独特的地理资源优势和

气候条件，锦和镇种植出的高品

质果蔗匀称、皮软、清甜、爽脆，深

受市场青睐。

“2022 年的果蔗生长还不

错，我们这里是按捆卖的，一捆

10株果蔗，30-50元一捆。”羌园

村村民杨启运笑盈盈地说，这里

村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果蔗，全

村共种植了一千多亩。每到果蔗

丰收的时候，村民相互帮助，一起

砍果蔗，他家种了4亩多果蔗，一

亩果蔗预计收入有一万多元。

“我家种十多亩果蔗，有黑皮

果蔗和黄皮果蔗，亩产量有380-

400捆，年收入有十多万元。”村

民李广宇介绍，果蔗从春天开始

种植，一般到11月左右成熟，春

节前后的果蔗吃起来是最甜。李

广宇表示，希望政府引进果蔗加

工厂，提高果蔗附加值，把锦和镇

的果蔗卖到全国各地，让更多市

民享受到锦和果蔗的甜蜜。

据了解，目前，锦和镇种植果

蔗4100多亩，年产值4674万元，

种植区域主要分布在锦丰、那楚、

红星、坑口等村。下一步，锦和镇

将成立果蔗经济合作社，通过整

合农业种植、服务、销售产业链资

源，打造种、产、销一体化农服模

式，促进农户增收，同时引进新的

果蔗种植技术，让果蔗更加优质

丰产，提高果蔗的市场竞争力，做

大做强果蔗经济。 （杨雅丽）

亩产值逾万元 致富路上“蔗”里甜

返乡青年
把木材制品卖到国外

山东省禹城市一名95后

返乡大学毕业生积极开拓木

材销路，把产品成功卖到国

外，此事成了当地百姓街谈

巷议的话题。

商文波是土生土长的禹

城人，家中的木材加工厂开

了近30年。巅峰时期，工厂

年销售额高达1亿元。没想

到，2020年初，这家木材加工

厂订单量大幅下降，产品滞

销，这让工厂负责人商成华

很是头疼。彼时，商成华的

儿子商文波大学毕业之后，

在潍坊有一份收入稳定的工

作。得知消息，他决定辞职，

回家帮父亲一把。商文波

说，要改变，首先得改变营销

思路。

变化，是从商文波决定

开拓海外市场开始的。2020

年4月，经过多方思量，商文

波决定带领团队前往日本、

韩国、澳大利亚等地考察。

然而，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

那么简单。他发现国外市场

对于木材的需求多是深加工

后的成品胶合板，而商文波

家中的木材厂只能进行初加

工，把木材进行旋切。

创业总是伴随着艰难险

阻。商文波连轴转干了几个

月，2020年8月，工厂里的木

材深加工生产线建设完毕，

开始投入生产。然而，新生

产线连续4个月试验，生产出

的胶合板的成品率不高，始

终达不到出口标准要求。他

发现，原材料和生产工艺是

制约成品率的主要原因。于

是，在改进生产工艺的同时，

商文波决定从俄罗斯进口更

优质的原木材料“落叶松”。

终于，厂里新一轮的木

材胶合板成品率提高到了

85%，产品达到了出口要

求。通过与外贸企业的合

作，商文波先后拿到了韩国、

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大

批量订单。

伴随纷至沓来的订单，禹

城市御匠木业有限公司的木

材胶合板生产线也在逐步增

加。目前，公司总共拥有26

条木材胶合板生产线，日产量

800立方米，年销售额高达3

亿元，带动了莒镇270余名村

民就业。 （陈茹 白聪聪）

2022年12月27日，在湖南

省衡阳市衡东县三樟镇义门

村，村民在采摘香菇。

目前，衡东县三樟镇义门

村种植的香菇进入成熟采摘

季。当地村民抢抓农时开展采

摘工作，供应节日市场。三樟

镇义门村近年来利用当地的山

林资源优势，成立香菇种植合

作社，建设香菇加工厂房，帮助

村民就业增收。 曹正平 摄

小香菇种出
“大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