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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养鸽行业可谓是几人
欢喜几人愁，由于受行业饱和和禽
流感等因素影响，不少养殖户纷纷
转型，养鸡的养鸡，养猪的养猪。
但是，在巨野县麒麟镇郭庄村有一
位养殖能人，名叫郭良亚，他在行
业不景气时进入，如今凭借着过人
的头脑，不但做大了养鸽产业，而
且他与时俱进利用网络成功销售鸽
子和养鸽器具，在当地传为佳话。

转型养鸽，散养、杂粮为食

“我最开始是养鸡，后来才改

养鸽子。”郭良亚说，他以前养鸡
未见到效益，而他的一位朋友曾小
规模养殖过几十对鸽子，当时每枚
鸽子蛋能卖到0 . 7元，算一算，养鸽
子比养鸡还赚钱，于是萌生了养殖
鸽子的想法。2013年，他开始小规
模试养鸽子。

最初，郭良亚买回200对鸽子，
精心喂养，小心翼翼地呵护。然而,

天有不测风雨，第一批鸽子却不断
出现死亡，看着每天都在减少的鸽
子，郭良亚心里很着急，下决心一
定要找出问题出在哪儿。

那段时间，郭良亚吃住都在养
鸽基地，一天只睡几个小时，大部
分时间都在观察鸽子的状况。最终
他发现，鸽子死亡是因为疾病预防
技术不到位，得了禽流感。他一边

请教专家，一边买回大量养殖书籍
自学养鸽技术。最终，养鸡出家的
郭良亚变成了肉鸽养殖的高手。

郭良亚介绍，一对种鸽可孵养
乳鸽5至6年，乳鸽在孵化18天后出
壳，喂养1个半月后，他就将鸽子放
到散养棚里，让它们自由觅食，自由
成长。“散养鸽子，鸽肉更劲道，营养
价值也更高。”郭亚良说。

走进养鸽场，记者发现，鸽子
的笼舍被分为好几层，每层分成若
干个小笼子，每个笼子里基本上都
是两只鸽子住在一起。“鸽子是以
家庭为单位，遵循的是‘一夫一妻
制’。”郭良亚介绍说，他喂养的
一对种鸽一个月能产下5枚鸽蛋，
比其他养鸽户的鸽子要多产2枚左
右，而且个头儿更大。

“有什么诀窍？”记者好奇地
问。原来郭良亚喂养鸽子的饲料是
高粱、麦子、玉米等杂粮。“我按比例
用杂粮喂养鸽子，这样喂养的鸽子
产下的蛋个头儿更大，鸽子肉也更
细嫩，口感更鲜美。”郭良亚说。

创新养鸽工具，借助网络销售

平时不爱说话的郭良亚是一个
爱钻研的人，从小规模散养鸽子到
规模养鸽，郭良亚经过3年多的摸
索和学习。现在，郭良亚的养殖场
已经建成4个鸽舍。

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4个鸽舍
竟然只有 5名工人管理。郭良亚
说，有 5个人帮他养鸽已经足够
了，自动喂水喂食，机械助力清
粪，外加自动通风设备，他的鸽舍

几乎实现了自动化养殖。
郭良亚自己制作的手动清粪

机、电动清粪机等养鸽工具帮他节
省了大量的人力资源。“以往清鸽
粪需要一个鸽子笼一个鸽子笼地
清 ， 非 常 繁 琐 ， 耗 费 人 力 和 物
力。”郭良亚介绍，现在有了清粪
机，利用刮板和传送机原理，一个
人就能完成以往五个人的活。而且
清粪机扫粪无残留，一台机器可供
整个鸽场使用。

2015年，郭良亚还专门成立肉
鸽养殖专业合作社，同时建成两家
淘宝店。有了属于自己的产品推广
网站，不仅销售肉鸽、鸽蛋，还销
售他自己发明的养鸽器具，这给郭
良亚又带来一笔不小的收益。

如今，郭良亚的种鸽存栏量达
到3000对，每对种鸽平均一个月能
产5枚鸽子蛋，每枚鸽蛋的批发价
在4元左右。今年上半年，郭良亚
仅卖鸽子蛋纯收入就达4万元。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养鸽
也要跟上步伐。电商为我的肉鸽销
售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我打算好好
利用互联网，争取尽快注册自己的
商标和包装。”郭良亚说。

杂粮喂养 鸽具革新 网络销售

郭良亚养鸽有门道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超

羊快疫、羊黑疫、羊肠毒
血症、羊瘁疽等病都是由腐败
梭菌引起的羊的一种急性传染
病 ， 以 突 然 发 病 死 亡 和 胃 出
血、坏死为特征。

一、流行特点。本病一般
经消化道感染， 2岁以内的羊
发 病 较 多 。 一 般 呈 地 方 性 流
行，多发于夏天气候骤变、阴
雨连绵季节。在低洼地、潮湿
地、沼泽地放牧的羊只易患本
病。

二、主要特征。病羊往往
还 未 出 现 临 床 症 状 就 突 然 死
亡。病程长的病羊离群卧地，
不愿走动，强迫行走时运动失
调。病羊腹部膨胀，有痛感，
排粪困难，里急后重，有的排
黑色稀粪，体温一般不升高，
有的升高到41℃，数小时内痉
挛或昏迷而死。

三、主要病变。病羊死后
尸体迅速腐败、膨胀，需及时
剖检。真胃尤其是胃底部以及
十二指肠黏膜出血或呈弥漫性
出血，黏膜下组织水肿甚至坏
死和溃疡；肝肿大似水煮样、
质脆，少数病例有坏死病灶；
胆囊肿大；胸腔、腹腔与心包
积液，心内外膜出血；肠内容
物充满气泡，黏膜出血。

四、预防。1 、在该病常
发 地 区 ， 每 年 定 期 注 射 羊 快
疫 、 猝 狙 、 肠 毒 血 症 三 联 苗
或 羊 快 疫 、 猝 狙 、 肠 毒 血
症 、 羔 羊 痢 疾 、 黑 疫 五 联 菌
苗 ， 不 论 大 小 羊 ， 均 皮 下 或
肌 肉 注 射 5 毫 升 。 2 、 本 病 发
生 严 重 时 ， 转 移 牧 地 可 收 到
减 弱 和 停 止 发 病 的 效 果 。 应
将 所 有 未 发 病 的 ， 羊 只 转 移
到 地 势 高 、 干 燥 的 地 区 放
牧，早上不宜出牧太早。 3、
及 时 隔 离 病 羊 ， 对 病 死 羊 严
禁 剥 皮 利 用 ， 病 羊 尸 体 及 排
泄 物 应 深 埋 。 对 被 污 染 的 圈
舍和场地、用具，用 3 % 的烧
碱溶液或 2 0%的漂白粉溶液消
毒。 4、对病羊的同群羊进行
紧急预防接种，并口服 2 % 的
硫酸铜，每只羊1 0 0毫升。

五、治疗。由于本病病程
短，往往来不及治疗。因此，
必须加强平时的防疫措施，对
病程较长的病例可给予对症治
疗 ， 使 用 强 心 剂 、 肠 道 消 毒
药、抗生素等药物。

(杜玉兰）

“辛苦采花终成蜜，酿得甜美
送万家。”说起滨州市沾化区黄升
镇潘家村养蜂户姜竹堂，四邻八村
群众对他赞不绝口，他家的蜂蜜质
量高，价格合理，还利用他养蜂建
起的人脉，带领二十多户群众成立
了滨州市沾化区泽润园冬枣专业合
作社共同致富。

今年47岁的姜竹堂，自己曾做
过建筑种过庄稼，但都没有很好的
发展，生活一直没有起色。1 9 9 8

年，他看到蜂蜜行情不断走高，将
目光投向了养蜂。瞅准商机的姜竹
堂，当年把家中一大一小两头牛卖
了1800元钱，购置了5箱蜜蜂，每箱
3万只蜜蜂，由于技术不熟练，当
年经常被蛰，采的蜂蜜也不够多，
第一年基本没赚多少钱。到了第二
年，他订购了《中国养蜂》杂志进
行钻研，并外出向养蜂老人拜师学
艺，养蜂业渐渐有了起色。第二年
就有了五六千的纯利润，这在当时
的农村，也算一笔不小的收入。

近年来，蜂 蜜 行 情 越 来 越
好，特别是当地冬枣树种植越来
越多后，冬枣蜜成了市场的抢手
货。目前姜竹堂养了1 4箱蜜蜂，

说起为啥不再扩大规模，他说：
“养蜂和种植冬枣一样，要精细
化 管 理 才 能 生 产 出 高质量 的 蜂
蜜。”

姜竹堂给笔者算了一笔账，
这 1 4箱蜜蜂每年可生产 2 . 8斤蜂
胶，目前市场价为每斤2 0 0 0元，

可收入5600元，可出100斤花粉，
每斤5 0元，能卖5 0 0 0元，可出5 0

斤蜂皇浆，每斤150元，能卖7500

元，可出600余斤蜂蜜，每斤30—
50元，最少能卖2万元，这14箱蜜
蜂每年可毛收入38000元。主要开
支为，每箱蜜蜂需要越冬和7月中

下旬枯花期 (各种花卉最少时期 )

的饲料，白糖四五十斤。除去各
项开支，养这14箱蜂每年纯收入3

万多元。
在养蜂之余，姜竹堂和妻子

周淑梅还种植着8亩冬枣树，每年
能卖6万多元，因一次售卖蜂蜜的
巧合，他认识了在浙江开连锁超
市的龚老板。从去年开始，姜竹
堂开始往浙江供应冬枣，由于质量
高信誉好，龚老板每次先打过现金
来再发货。由于要货量大，姜竹堂
自家的冬枣不够卖，他还帮着把周
围20多户乡亲的优质冬枣也发往浙
江卖给了龚老板，平均每斤冬枣可
比市场价高出0 . 5元钱。

由于大家都得到了实惠，这
20多户枣农一合计，由姜竹堂挑
头，成立了滨州市沾化区泽润园冬
枣专业合作社，统一管理统一销
售，订单式种植，每斤保证比市场
价高出1元钱。

说起以后的发展，姜竹堂希望
合作社社员们也加入到养蜂中来，
在种植好冬枣的同时，也能增加一
份收入，使大家共同致富。

(孟令旭 周子山)

枣农姜竹堂：养蜂种枣两不误
养14箱蜜蜂1年纯收入三万多元

▲姜竹堂正查看产蜜情况。

夏季谨防羊梭菌病

兽药在畜禽养殖过程中扮演着
至关重要的角色，为养殖户增收致
富提供重要保障，但如何用好兽
药、用对兽药，消除兽药使用的误
区？我们来进行一下盘点：

误区一：进口药比国产的好。
很多人都认为进口兽药质量、效果
等都比国内产产品好。其实不然，
合格的国产兽药产品在生产过程中
严格执行标准，其质量、原料成
分、临床效果不亚于进口产品，甚
至比进口产品还要好。养殖户不必
过分地迷信进口药，增加养殖户成
本。

误区二：人用药比兽药好。用
人药来防治畜禽疾病，违反了法律
法规，人药兽用很难按照说明书标
注的使用剂量和服用方法等要求使
用，病原微生物产生抗药性的机会
大大增加，而一旦产生抗药性，动
物疫情的控制难度将成倍增加。如

果长期用人药治疗兽病，以后当人
感染这类疾病时，该病原微生物很
快就会对相关药物产生抗药性，这
将增加“超级细菌”出现的可能
性，同时也增加了养殖成本。

误区三：价廉产品也好用。有
些养殖户贪图便宜，购买未经GMP

认证的中小型兽药生产企业的产
品，这就增大了购买到伪劣产品的
可能，治疗效果往往得不到保证，
严重时还会带来经济损失。所以畜
禽养殖户应在正规渠道购买产品，
在兽医的指导下合理用药，不使用
假劣产品。

误区四：抗生素是万能药。抗
生素，是临床上经常用于抑制细菌
生长的一种药物，但盲目地服用抗
生素有时会适得其反，不但没有起
到治疗作用，反而还延误了病机。
抗生素的滥用更会给养殖造成极大
危害，如，增加养殖成本、增加菌

株的耐药性，挑选不到敏感的药物
等。

抗生素并不是万能药，我们应
当根据感染的病原体种类、对抗生
素的敏感性、畜禽机体状态及抗生
素的作用机理、抗菌谱、对机体的
影响等综合因素选用抗生素，而不
是越新越好、越贵越好、越多越
好。

误区五：疫苗能治疗。疫苗不
能治病，只能预防疾病。疫苗是某
种疾病病毒微量灭活制剂，打入畜
禽体内后可以让机体对此病毒有一
个记忆，从而体内产生记忆细胞，
可在体内留存一段时间，当有同样
的病毒侵体后，记忆细胞便会进行
识别，并迅速产生抗体，将病毒杀
死。

误区六：药物用量越大越好。
部分养殖户在给畜禽用药时盲目加
大用量，结果适得其反。畜禽体用

药需要根据病情、体重等来计算使
用量正确选择药物的品种、剂量和
服用时间，才能达到理想要的治疗
效果，否则不仅起不到治疗效果还
会造成严重的药残现象。是药三分
毒，兽药不能乱用，要合理用药，
处方药遵照医嘱，非处方药要仔细
阅读说明书。

误区七：任何药物都可配伍使
用。联合用药已是目前治疗畜禽疾
病的方法之一，但并不是所有的配
伍都合理，有些配伍使药物的治疗
作用减弱，导致治疗失败。如，配
伍使副作用或毒性增强，引起严重
不良反应；配伍使治疗作用过度增
强，超出了机体所能耐受的能力，
也可引起不良反应，乃至危害畜禽
等。所以，药物的联合必须在兽医
的指导下进行，千万不可自行使
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朱丹）

兽药应用七大误区你中了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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