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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A06

□洛报融媒记者 郭飞飞/文 张
光辉/图

清明时节，山峦环抱的栾川

县秋扒乡雁坎村天气渐暖。在该

村金辉麝业养殖有限公司，40只

林麝奔跑、跳跃，累了就吃点儿可

口的树叶。刚刚安家不久的它

们，在这里适应良好。

“这些小家伙可金贵着呢！”

雁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郑金生说，林麝别名獐子、香獐

等，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麝香

就是成熟雄性林麝香囊中的干燥

分泌物，不仅是名贵的中药材，还

是一种高级香料，素有“软黄金”

之称，目前一克售价约500元。

郑金生说，雁坎村地处山区，

近几年他一直思考如何因地制宜

发展产业。经过考察，他发现林

麝养殖在陕西等地已经逐渐产业

化，能不能在家乡养林麝呢？

“林麝生性胆小，对饲养环境

要求较高，场地应位于环境安静、

林草茂盛、海拔超过1000米的山

坡上，我们村的环境完全符合。”

郑金生说，去年1月外出考察，5

月他就着手注册公司、申请相关

驯养繁殖许可证、建设养殖场，同

时组织群众上山采摘林麝喜欢吃

的树叶。

搞养殖想赚钱，必须掌握核

心技术。去年10月，郑金生在陕

西宝鸡订购40只林麝后，一行人

就留在当地的养殖场跟班学习近

4个月。“食物配比、常见疾病应

对、幼崽繁育等技术，我们的饲养

员都得学到手。”郑金生说。

在养殖基地内，63岁的饲养

员崔留全正在机器前为林麝准备

早餐，胡萝卜、南瓜、白萝卜、树

叶，小家伙们爱吃的一应俱全。

拎着切成片的食物，他小心翼翼

地走进圈舍，仔细观察食盆、水盆

及林麝们的粪便。

在这里，每只林麝都有自己

的独立房间，室内还有一张离地

约50厘米的木床，室外则是露天

运动场地，方便林麝活动。他说：

“今年1月这40只林麝刚到这儿

的时候，其中一只出现强烈的应

激反应，十来天不吃不喝，愁得我

也跟着吃不下饭。”

出现这种情况，不能盲目用

药，除喂食时间外，饲养员只能

偷偷在外观察，好在这只林麝

精神状态一直不错，慢慢恢复

了过来。崔留全说：“看见它第

一次开始吃东西的时候，可把我

高兴坏了。”

郑金生介绍，这40只林麝马

上就满一岁了，即将成年。成年雄

性林麝每只每年可采收麝香15克

至20克。“母麝更金贵，它们在怀

孕和哺乳期，我们还会准备豆浆、

红糖等加餐。目前，雌性幼崽每

只5万元、雄性幼崽每只3万元。”

“我们与北京、上海等药企建

立了合作关系，麝香根本不愁销

售。”郑金生说，药企一般会派专

人到现场监督麝香采集，以确保

品质。下一步，公司将进一步扩

大养殖规模，带动更多群众参与

进来，逐步建立起林麝养殖、活体

销售，以及麝香采集、提纯、深加

工等全产业链链条，更好地带动

群众“闻香”致富。

□洛报融媒记者 吕百营 通讯
员 侯豫炯 王佳鑫 文/图

日前，在栾川县庙子镇咸池

村，一处不起眼儿的院落里堆满

了竹子及竹编成品、半成品，村民

韩育春正忙着制作竹编果盘。她

自幼左耳失聪，命途多舛，却从未

停下前行的脚步。10多年来，她

从失业到开启竹编创业之路，“编

出”灿烂人生。

命途多舛，阴差阳错与
竹编结缘

韩育春今年50岁，3岁那年

因病导致左耳失聪，说话不流

畅。然而，韩育春没有向生活低

头，她年轻时外出打拼，做过理发

师、洗过车、卖过服装。2010年，

为照顾家庭，她到家附近的一家

藤编厂务工。

2012年，藤编厂倒闭，韩育

春没了工作。“我心里着急，不知

道能干点儿啥。”韩育春四处打听

了解到，竹编产品深受市场欢迎，

想到栾川本地就有竹子，她有了

创业的想法。

虽有制作藤编的经历，但韩

育春对竹编并不熟悉，于是她多

次到洛宁拜师学习。“竹编所用到

的刮刀和竹刀都很锋利，一开始

经常割到手。”韩育春回忆，学习

竹编很苦，她曾有过放弃的念头，

但最终咬牙坚持了下来。

组建“研发团队”，耗时
3年自主研发36种竹编产品

传统竹编工艺复杂，有选材、

破篾、编织、造型等多道工序，一

个人难以完成。韩育春便邀请身

有残疾的亲友加入。

“要想打开销路，得有自己的

特色产品。”韩育春和工友组成

“研发团队”，一边了解竹编网店

的畅销产品，一边根据市场信息

探讨、研发竹编产品。韩育春回

忆道：“当时租的房屋比较破旧，

雨天时‘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

雨’，可我们一门心思扑在竹编

上，顾不上别的。”

产品研发期间，韩育春曾试

着到栾川县城摆摊销售竹编产

品，但效果并不理想。根据游客

的建议，她决心改进产品。他们

将竹编果盘的深度从3厘米增加

到 9 厘米，产品实用性大大增

强。此外，他们对其他产品也不

断进行优化。

功夫不负有心人。耗时 3

年，韩育春的“研发团队”开发出

花瓶、灯罩等36种竹编产品。

将自家院子改造为生产
车间，带动更多人增收

起初，韩育春主要在旅游景

点周边、竹编行业微信群销售产

品。随着订单量增大，2016年，

韩育春决定将自家院子改造为生

产车间，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

“我创业的初衷很简单，就是

赚点儿钱，能养活自己，不给家人

增加负担。同时，我也想帮助更

多的人。”韩育春介绍，“工人有负

责在车间加工的，也有从这儿拿

原材料回家制作的，然后由我统

一收购、销售。”

如今，韩育春已有自己的网

店，平均每个月能收到500件订

单，产品供不应求，一件能卖100

元到300元，不仅自己赚钱了，还

带动不少群众增收。

近几年，为满足游客的个性

化需求，韩育春在竹编产品中增

加了以花为主题的饰品，以及

喜、福等元素。她还积极参加全

国比赛，曾荣获2018年中国技

能大赛——“宜生到家杯”全国残

疾人岗位精英职业技能竞赛竹编

项目第三名等多个奖项。

“竹编产业改变了我的人

生。我将继续钻研竹编技艺，让

更多人了解竹编，同时帮助更多

人。”韩育春表示。

农妇身残志坚“编出”灿烂人生

栾川县秋扒乡雁坎村发挥生态优势，探索开展林麝特色养殖实现增收

深山养林麝“闻香”能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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