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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前，他退伍回村投资3万元养孔雀，去年年收入50万元左右——

90后小伙儿养孔雀
靠勤劳双手照顾全家

“在大家的印象里，孔雀是国
家保护动物，不能养殖。其实，绿
孔雀确实不能养殖，但只要办理
了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
可证，蓝孔雀是可以养殖的。”李
龙超解释道。

养孔雀时，李龙超发现成年
雄孔雀会定期脱毛。为了不让雄
孔雀脱落的漂亮羽毛浪费掉，李
龙超就利用空闲时间制作孔雀羽
扇，这样的扇子一把可以卖到
600元，而一只成年雄孔雀每年
脱落下来的羽毛制成一把这样的
扇子绰绰有余。

在很多人眼里，一个人奋力
打拼，照顾爸妈、哥嫂和两个侄
子，李龙超的家庭负担太重了，但
美丽善良的姑娘陈瑞并不介意。

2016年 8月，俩人相识时，
勤劳、踏实的李龙超让 1997 年
出生的陈瑞很喜欢。2017年 5
月，俩人步入婚姻殿堂。去
年，这对夫妻有了一个可爱的
女儿。

婚后，陈瑞帮着李龙超经营
孔雀园。去年，夫妻俩携手打
拼，孔雀养殖生意红红火火，年
销售额百万元，年收入 50万元

左右。夫妻俩有个心愿，想把自
家的孔雀园打造成河南省最大
的蓝孔雀养殖基地，带着村民们
一起致富。

在办孔雀养殖场的几年里，
数量最多时，李龙超家的孔雀园
存栏蓝孔雀有3000只。

几年来，李龙超不仅积累
了丰富的孔雀养殖知识，还积
累了数量可观的客户资源。如
今，李龙超已不用每天辛苦地
在微信群里推销，经常有人慕
名而来，找他买孔雀羽毛制作
的工艺品或孔雀幼苗等，客户
遍布新疆、青海、北京、辽宁等
多个省份。

回忆起最初学习养殖孔雀的
半年多时间，李龙超用“难熬”两
个字来形容。

这话不假。就说刚买回
300 多只孔雀时，李龙超以为
自己终于有了大展身手的机

会。正当他兴致勃勃地谋划
着自己的孔雀养殖蓝图时，孔
雀却突然感染传染病，陆续死
了 30 多只。李龙超为此跑遍
周边有名气的兽医站，也没有
找到解决办法。眼看着孔雀一
只一只地死亡，他愁得一连几
天吃不下饭。

“当时，家人、朋友都劝我把
孔雀卖掉减少损失，但我不想放
弃。”李龙超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李龙超从
一个在郑州从事兽药研发工作的
朋友那里弄清了孔雀的死因，而
后对症下药，及时控制住了孔雀
的病情。

经历此事之后，李龙超对孔
雀越发爱惜，从饲料喂养到疾病

预防，孔雀园里几乎所有的工作
他都亲力亲为。

终于，李龙超把孔雀饲养技
术掌握熟练了。不料，到了孔雀
繁殖阶段，他又遭受了打击。在
第一次孵化时，100多枚孔雀蛋
全部孵化失败。

为了掌握正确的孵化和育雏
方法，李龙超到周边的养鸡场、养
鹅场挨家学习孵化和育雏经验。
经过学习，李龙超发现，原来孵化
孔雀蛋时，要及时将孔雀蛋拿出
来喷水降温，才能有助于孔雀幼
苗破壳。

据介绍，年龄在4岁以上的
雌孔雀，每年能产蛋30枚至40
枚。如今，李龙超家的孔雀园每
年可繁殖孔雀幼苗2000只左右。

春暖花开，眼下正值孔雀繁殖期。每天
下午，在李龙超的10亩孔雀园里，人们能看
到许多蓝孔雀开屏斗艳的场景。千余只孔
雀漫步园中，美如画卷。

从3月中旬孔雀开始发情，到7月中
旬小孔雀破壳而出，这是一年中孔雀养殖
最关键的时期。每到这个阶段，李龙超待
在园子里的时间也比往常多。清晨，清理
粪便，准备饲料，喂食添水；傍晚，在雌孔
雀刨的坑里找孔雀蛋。孔雀园里的大小
事儿，李龙超都干得得心应手。

这名90后小伙儿，是如何与孔雀养殖
结缘的呢？李龙超说，2014年12月，因挂
念家中父母、哥嫂，从部队退伍的他决定回
村创业。一次偶然机会，他在朋友的观赏
园里看到了两只漂亮的蓝孔雀，一下子就
着了迷。

“2015年3月，我从退伍费里拿出3万
元，到山东购买了300多只蓝孔雀幼苗，在
自家附近近1亩的空地上办起了孔雀养殖
场。”李龙超说。

□记者 李雨璐 通讯员 陈鹏飞
文/图

今年28岁的李龙超，是偃师市
大口镇西寨村人。

提起这名90后小伙儿，有人说
他命不好，父母年事已高身体不
好，他的大哥早年遭遇意外落下残
疾，大嫂也是残疾人，年纪轻轻的
李龙超要扛起养活全家的重担；有
人说他真走运，4 年前偶然与孔雀
养殖结缘，让他成为村里远近闻名
的养殖能手。

日前，记者见到了李龙超，聆
听了他的创业故事。

创业初期屡遭打击，但“不想放弃”的他勇敢闯过来了

4年前退伍回村后，
他投资办起孔雀养殖场

他的勤劳打动美丽姑娘，俩人携手经营孔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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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龙超在孔雀园里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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