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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生物营养液

呼之欲出

在一个行业坚守28年，并且不断领跑不断扩张，这背后没什么秘密，只有无休止创新再创新。

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民和牧业就探索出了肉种鸡笼养模式，改变了国外种鸡平养(注：鸡舍地面放养)的模式。

随着养殖规模不断增大，养殖污染，也就是鸡粪污染问题日益凸显，于是，民和人在研究养鸡的同时，又开始研究鸡

粪，研究养鸡业污染系列解决方案。在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将鸡粪变成肥、电、气之后，民和牧业董事长孙希民还还在思

考：“养殖场废弃物解决掉了，还有孵化场废弃物、屠宰场废弃物呢，怎么办？”

把废弃物作为资源利用，民和牧业在攻克环保难题的同时，在延展产业链，也在完善着产业自身的闭环循环模式。

走进民和牧业(下)：探索篇·创新

最初选择养肉种鸡，孙希民对
市场有预判。事实证明，他的判断
没有错，的确赚到了钱。

“我们1985年首次养鸡，虽然
没用多久就开始赚钱，但是种鸡的
高死亡率促使我们对养殖过程严
密控制。”孙希民说，在养殖过程中
他发现，肉种鸡需要限制饲喂，否
则便成熟过快，“可一限制饲喂种
鸡容易哄抢饲料，从而导致死伤，
怎么办？肉种鸡是否也可以像蛋鸡
一样笼养，把这个想法跟业内朋友
一交流，他们都觉得行不通。肉种
鸡体重是蛋鸡两倍多，活动空间小
根本不行，没人搞过，就你能？但我
还是决定尝试。”

“在全套设备、流程从国外引
进的基础上，运用了我在大家畜配
种技术上的经验，改变了国外种鸡
平养(注：鸡舍地面放养)的模式，
1986年就首家尝试、施行肉用种鸡
全程笼养(注：种鸡在鸡舍的笼内
养殖，鸡笼可分层；可提高饲养密
度、节省饲料、减少疾病感染和传
播)，并配套自研了鸡鲜精稀释和
冷冻精液输精方式，在技术上遥遥
领先。”孙希民是个典型的技术型
老板，为了使肉种鸡笼养技术趋于
完善，他还主导研究开发了肉种鸡
笼养配套技术。

笼养肉种鸡

是民和创造

“以前公司规模小，所产鸡粪
卖给农户就能够基本消化，但伴随
着企业规模的扩张，每天500吨鸡
粪和300吨污水的排放量着实成为
公司头疼的问题。这些废物如果处
理不当，不仅污染土壤可能影响食
品安全，还可能污染大气。”民和牧
业也与其他许多养鸡场一样，面临
着鸡粪处置问题。

民和牧业上市前，即自投近
8000万元资金建设了沼气发电项
目，其后又募资进行沼气提纯天然
气等项目。

民和沼气发电厂位于民和生
态园不远处，两个园区单独运行。
在民和生态园里的养殖场，偌大的
养殖区没有鸡粪味道。鸡舍内的传
送带可定时自动清理鸡粪，送到鸡
舍外，然后由斗式密闭运输车运输
到民和的生物质发电厂，成为沼气
发电的原料。

民和牧业生物质发电厂是利
用厌氧发酵系统对鸡粪进行发酵，
日可消耗500吨鸡粪及300吨废水，
发出的电力被输入当地电网。记者
了解到，该项目是国内目前最大的
农业沼气发电项目，也是目前国内
唯一一个并网近四年来一直连续
稳定运行的沼气发电项目。

去年10月底，民和股份沼气提
纯压缩项目正式启动，其日处理养
鸡场鸡粪可达700吨。在民和，这种
常规的沼气经过提纯后，浓度可达
97%，可作为可燃气直接向社会供
应。据测算，仅此一项，民和牧业每
年可生产生物燃气1098 . 9万立方
米，可替代石油1280万升，减排温
室气体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据悉，目前公司正在向相关部
门申请建设民和牧业加气站，将所
产燃气利用起来。由于可燃气的售
价远高于电价，这样的副产品对民
和牧业无疑又是一针强心剂。

鸡粪无味

变电生气

一片开着紫色花的苜蓿在发
电厂门口摇曳，在这片位于山顶、
有些贫瘠的坡地上，这样的盛开得
益于发酵后的沼液沼渣。

在民和生物科技公司厂区里，
首条年产一万吨生产线已经开始
生产。据介绍，这是借助鸡粪沼气
发电工程，把原来的沼液浓缩提炼
成高浓度的生物营养液，而中水则
可回鸡舍利用。

“这种生物营养液主要用于优
质果蔬、花卉、烟草、食用菌等高效
农作物，是对沼液的再一次深度开
发和利用。”孙希民告诉记者，公司
是目前国内唯一能够全天候正常
运行的利用鸡粪厌氧发酵的企业，
将沼液浓缩提取技术应用于生产
也是全国首例。

记者了解到，现在，民和牧业
生产的生物营养液产品已在山东、
江苏、云南等多地试验，根据公司
的实验数据，该产品对作物产量、
产品品质、作物抗逆性、卖相等都
有明显的提升作用。目前国外类似
产品价格为10万-60万元/吨，预
计公司产品终端价12万-15万元/
吨，出厂价暂定5万-6万元/吨。

孙希民透露，“解决了养殖场
废弃物，正在研究解决孵化场废弃
物、屠宰场废弃物，未来公司将加
大大型沼气工程成套设备的研发
和推广。”

养鸡是一个最为传统的行业，
而像民和这样，把规模化养鸡从繁
育养殖屠宰加工以及粪污处理集
结成一个全链条循环模式，却是对
传统养鸡的颠覆性变革，同时，也
是对现代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一
次有益探索。

在民和生态园附近的农田里，
记者看到南吴家村的地头竖着“省
级沼液有机种植生态园区”的牌
子。按照孙希民的规划，在民和牧
业的发展蓝图上，还有奶牛场和以
沼渣做有机肥的大型有机蔬菜种
植基地。“目前公司也有蔬菜种植
基地和奶牛场，面积不大主要用作
研究，生产的有机蔬菜、有机牛奶
全都供应公司员工，以后将扩大规
模形成产业。”

“早些年，人们就是靠纯天然
的农家肥种庄稼，为什么现在老出
问题？主要是前些年我们只顾着追
求产量，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给土
壤下了太多毒。现在呢，我们要用
有机肥给土壤补养，降低化肥、农
药在植物果实内的残留量，推动食
品生产朝着绿色无公害化方向发
展。”孙希民表示。

孙希民很喜欢生物学家、化学
家高士其著述的一本书，叫《我们
的土壤妈妈》，他说，“我们种养业
需要反思。”他告诉记者，民和牧业
下一步的思路是在一定规模上稳
定养殖业，致力于农牧业废弃物深
度转化和循环利用，完善细化产业
链条，以养殖业来反哺改善农业，
实现养殖业和种植业良性互动的
大农业循环模式。通过延伸产业
链，完善循环经济，未来的民和牧
业也将烙上生物、能源和科技的影
子。

以养殖

补养农业

“人这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就很不错了。”
在畜禽行业中打拼了30多年，对于当前的食品安
全、肉鸡产业以及民和牧业的未来，许多人都曾
问过孙希民还有什么打算，而他抛下的永远都是
这句话。

相对于他这30多年里各种创造和创新，这句
重复不变的话似乎最没有创意，但又颇具深意。
在外人的眼里，孙希民一直在图变，但在他的心
里，一辈子一件事，万变都为一个“养鸡”。

“干养殖的确很苦。别的产业都有个歇产休
班的时候，而我们这个行业却从来没有。家有千
万，带毛的不算。无论冬夏早晚，总有几千万只张
嘴喘气的活物在场里，任何一个小小
的失误、粗心，或者是反应不够快，活
物就可能变废物。”孙希民说着这些
年养鸡的辛劳，又提到前不久H7N9

禽流感对行业的冲击。“还有意想不
到的疫病，以及疫病、事故之外的东
西。比如这次，事实上鸡并没有感染
病毒，人感染的情况也不严重，但是，
它给整个行业带来的打击却是前所
未有的。”

“这能完全怨H7N9病毒吗？或者
怨消费者缺乏理性和科学常识？我们
这个行业是不是也有自己的问题，为
什么会导致信任危机？”孙希民说，当
站在社会的角度思考自己所从事的
养鸡业及各种困难，他就不再那么苦
闷，而是以解决养鸡中的问题为乐
事。

他认为，作为行业龙头企业，面对行业危机，
民和有义务直面大众的质疑，也应该对社会普及
现代养殖与科学消费常识。他努力做了并得到了
社会认可，他就很欣慰。

孙希民说，他没别的想法，就是一心想把鸡
养好。所以，想了许多办法，比如说发明笼养和连

栋鸡舍，比如把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买进来再改
造，再比如，这些年反反复复研究鸡粪。

民和牧业旗下有多个公司，涉及上游的种
鸡、孵化，下游的屠宰加工、出口贸易，乃至现在
的生物质发电和生物科技，目前正在上马农业种
植。有人说这些年孙希民做了许多事，但孙希民
自认，所有的事都是为了把养鸡这件事做好。

业内第一家上市，业内最大、最先进，在民和
的发展和孙希民的一生中写着诸多“第一”。许多
人认为孙希民养鸡养得很成功了，已经65岁的孙
希民却说“一辈子能把一件事做好就不错了”。言
外之意，他自认“还没把鸡养好”，或者说“还可以

把养鸡的事做得更好”。
“那当然了！”他说。比如，人们还不认识肉食

鸡更健康更有营养，更不了解肉鸡的吃法，总是
用吃散养鸡的办法做肉鸡，反而说肉鸡不好吃。
再比如，能不能从孵化或屠宰废弃物中提炼点什
么？

“养鸡”像一条线，串起孙希民头脑里所有智
慧，也点燃了他的爆发力。他虽然没有像有些人
在成功之后转型投什么新兴产业，但是，为了把
鸡养好，事实上他早已涉足生物科技、新能源、现
代农业等眼下最热门的产业，而且是如此顺水推
舟般自然。

专注是所有小企业长大的良种，执着是所有
成功者的特质。人的一生最终会是自己信念的牵
引，企业的未来最终会是追求的引导。

孙希民没有整天想着成功，只想着把事做好，
一个“好”字成了“民和养鸡王国”成功的天梯。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本报记者 李岩侠 王赟

孙希民养的鸡就生长在这样的生态园里。

减污染、增附加值、安全可控循环发展

鸡粪里“掘宝”反哺农业
文/片 王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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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从鸡粪里掘宝，让我们看到，
“养鸡”像一条线，串起孙希民头脑里所
有智慧，也点燃了他的爆发力。

A

B

C

D

●

鸡粪不接触地面，直接由传送带进粪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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