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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报融媒记者 魏巍 通讯
员 岳甜甜 潘道本 文/图

自动化饲养、自动环控、恒

温恒湿……在汝阳县柏树乡

孔龙村，新落成两座科技感十

足的鸡舍，这是洛阳永鸣禽业

有限公司蛋鸡标准化规模养

殖场。该养殖场依托现代养

殖技术，将蛋鸡养殖培育成特

色优势产业，带动当地群众致

富增收。

眼下，山上层林尽染，如同

被打翻的调色盘，将孔龙村映

衬得格外漂亮。蛋鸡标准化规

模养殖场，就坐落在附近一处

山坡上，远远就能听到“咯咯”

的叫声。

步入养殖区，里面干净整

齐，闻不到异味，工人将饲料送

至料塔，由传送带送到鸡槽内，

蛋鸡整齐划一地探出头啄食。

鸡蛋也通过传送带输送至蛋槽

里，再由工人仔细检查，然后有

序地放在蛋托上。

“室内温度保持在25℃左

右，湿度为50%至60%，一年四

季恒温恒湿，这些都是由物联

系统控制调节的。”说起这座智

能化养殖场，负责人麻鹏飞十

分自豪。

麻鹏飞今年38岁，在商海

摸爬滚打多年。他原本已在城

市站稳了脚跟，可从未忘记自

己的根在哪儿。“我是从农村走

出来的，一直怀有浓厚的乡土

情结。”麻鹏飞说，近年，国家重

视现代农业发展，他也有向农

业转型的想法，但没有找到合

适的机会。

去年，在朋友的点拨下，麻

鹏飞将目光聚焦到蛋鸡养殖领

域。经过前期考察，他认为蛋

鸡养殖这个“赛道”不错，决定

打造一座智能化蛋鸡养殖场，

最终选址在孔龙村。“这里交通

便利，地势高，通风好，适合养

殖。”麻鹏飞说。

去年 7月，养殖场破土动

工，仅用一年时间，一期项目就

投入运营。麻鹏飞介绍，养殖

区采用层叠式现代化养殖模

式，通过物联网实时监测二氧

化碳浓度等数据，实行远程智

能集中数据管理。同时，蛋鸡

排泄物经传送带传输至粪便储

存区，可有效保持笼具的清洁，

便于消毒，为蛋鸡提供舒适、卫

生的生长环境。

在这里，鸡蛋也充满了“科

技范儿”。通过对饲料配比进

行调控，养殖场可根据市场需

求提供不同的鸡蛋产品，既有

五谷杂粮蛋等适合人们日常食

用的鸡蛋，也有疫苗蛋等用于

科研的鸡蛋。

“目前，蛋鸡有5万羽，预计

明年年初达到10万羽。”麻鹏飞

说，按照规划，预计4年内达到

存栏60万羽蛋鸡规模，届时将

直接带动100余人就业，间接带

动近500人增收。

栾川县陶湾镇协心村小伙儿返乡创业，带动村民生产气化炉增收

借“冷风口”发展“热”产业

住进智能养殖场
蛋鸡产出“科技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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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正在焊接产品

□洛报融媒记者 吕百营 通讯
员 侯豫炯 梁卓 文/图

天气渐冷，栾川县陶湾镇协

心村生产的气化炉，吸引了不少

顾客前来采购。

切割、折弯、焊接、打磨……

走进生产车间，有的工人正忙着

对采购的钢材进行加工，有的工

人则帮前来取货的顾客将产品装

车。“最近订单多，顾客会不时上

门取货。大家正在抓紧时间赶

制。”项目负责人周俊洁说。

在这个约400平方米的车间

里，周俊洁抓住“天气风口”，带村

民生产气化炉。两年来，这里的

气化炉年产量已超过1000台，年

销售额突破100万元。

产品为啥卖得这么好？周俊

洁介绍，气化炉是在传统火炉基

础上生产的更新产品，通过优化

内部结构，让燃料充分燃烧，具有

环保、节能等特点，不少村民冬季

用它取暖。

两年前，从事汽车媒体相关

工作的周俊洁选择返乡创业，一

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气化炉。“气

化炉由于燃烧更充分，不仅不会

产生烟尘，还能节省近一半燃料，

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周俊洁介

绍，从那时起，他有了带动村民生

产气化炉增收的想法。

从想法到现实，项目首先面

临的是技术问题。“不产生烟尘是

难点，它需要优化进风通道的布

局。”周俊洁介绍，为此，他特意邀

请村里两名懂焊接的村民参与，

辅助解决技术问题。在设计中他

不知道失败过多少次，但都坚持

了下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凭着那股

子钻研劲儿，外行的周俊洁在家

研究了半年多，终于设计出自己

的气化炉产品。

“以前的火炉进风口单一，内

胆四周没有小孔，燃料无法充分

燃烧，容易产生烟尘，还会导致烟

尘回流。”周俊洁介绍，他通过增

加进风口、改变进风口的角度和

位置等方式，解决了这些问题。

此外，他在保证炉体供热的基础

上，拓展烤箱功能空间，更好地满

足市场需求。

项目落地，打开了就业空

间。“在这儿干和在外边干，工资

差不了多少，离家还近，我打算长

期在这儿干了。”焊接工周玉良笑

着说，目前他们有8个人在这里

工作，有人负责线下生产，有人负

责线上推广。

周俊洁说，面对产品知名度

低的短板，他借助专业优势制作

介绍产品的视频，线上拓宽销路，

因而收到不少订单。

“目前，我们这里产量有限，

以零售为主，还无法满足市场需

求。”周俊洁介绍，下一步，他们将

进一步完善设计方案，扩大生产

规模，带火村里的“热”经济，带动

更多群众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