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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山航

人物·励志 S09

本报记者 唐娜 高倩倩

从民俗学硕士到养鸡专家

初见郁倩文是在一个炎夏清
晨。利索的户外运动装扮、干净清爽
的笑容，还有那随身背着的双肩包，
里面装着电脑，存的满满都是农场
的相关资料……与同龄女生钟爱裙
子、高跟鞋不同，郁倩文的这身打扮
让人眼前一亮，她却直言“穿那些没
法干活儿”。

“我研究生时读民俗学专业，常
跟导师去潍坊、莱芜等地采风，我在
农村长大对农村的一切都很感兴
趣。”郁倩文说。于是一个农场梦在
内心生根发芽，研二时她让父母帮
忙在老家山上承包了60亩土地，这
便是郁倩文农场梦开始的地方。

本是一个硕士研究生，却跑山
里去种地养鸡，这确实是一件让普
通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包括父母、同
学和亲戚朋友。因此研究生毕业后
毅然回家种地、养鸡的她遭到父母
的反对和邻居的议论。“因为这事和
我爸吵过很多次，他觉得太苦了。”
郁倩文说。虽然嘴上反对，但父亲还
是心疼她。在郁倩文收拾行李自己
上山的当天下午，父亲便紧跟着上
了山。“他还是放心不下我。”

“一切想得很简单，觉得有属于
自己的农场很浪漫，所以最开始种
了樱桃树和蓝莓树。”郁倩文说，但
却以失败告终。而后抱着让更多人
吃上纯净绿色山鸡蛋的想法，郁倩
文又开始搭建鸡舍，引进鸡苗。起步
阶段，就是“纸上谈兵”，根据从网上
搜的资料和买的书一步步摸索。时
刻关注育雏室的温度、湿度，防备山
上的老鼠、黄鼠狼……创业初期，郁
倩文的生活全是围着“鸡”打转，首
批引进的1800多只鸡苗养了一个多
月，98%以上的高成活率，这大大坚
定了郁倩文把农场做下去的决心。

用心养鸡，不能当“坏蛋”

2011年春天，郁倩文承包了一
片500亩的松树林，将鸡舍全部搬迁
过去，之前的农场用来种植花生、大
豆等作物供鸡吃。“我也是在创业过
程中成为一名‘创业者’的。”郁倩文
说，一开始只是抱着“让大家吃安全
鸡蛋”的想法创业，觉得用心生产出
的鸡蛋肯定有市场。但眼看着各方
面投入越来越多，农场规模越来越

大，产品却还打不开市场，没有任何
回报的她面临着“鸡断顿”的窘境。

“当时实在没招儿，晚上就坐在
地板上哭。”郁倩文说，后来她只能
忍痛卖掉了部分公鸡，换来了鸡群
的“口粮”。为进一步打开市场，郁倩
文选择了走街串巷上门推销的方
式。“当时就觉得自己的鸡蛋是健康
的，肯定有市场。”于是，郁倩文印了
几百份宣传页带着鸡蛋几乎跑遍了
济南城区的每一个居民小区。

“那时最怕的就是天亮，”郁倩
文原本是一个内向寡言的人，为了
打市场，她不得不每天面对很多陌
生人，一遍一遍向他们描述、推销自
己的鸡蛋，“很多人是既想吃到好东
西，又不愿意轻易相信别人。不过一
旦他开始相信你，你们的关系就非
常稳固了。”接下来的大半年的时间
里，郁倩文天天背着鸡蛋挤公交、发
传单，并积累了一批忠实客户。

“有次遇到一位老大爷，听说我
是大学生，就数落我不好好学习造
技术先进的飞机大炮，却在这卖鸡
蛋，浪费了国家的培养。”当时的郁
倩文无言以对，觉得特别委屈，后来
她还特别想了一句话去回应大爷，

“不可能每个人都去造飞机大炮，连
最起码的食品安全都保证不了，还
谈什么飞机大炮。炮弹不如西方造
得好，是技不如人，说明我们笨蛋；
可鸡蛋没西方造得好，是德不如人，
说明我们坏蛋。”不想当“坏蛋”的她
觉得，从最基本的饮食做好，让越来
越多的人吃到放心鸡蛋就足够。

组建团队，不再单打独斗

农场搬迁后，规模越来越大，有
些力不从心的郁倩文着手组建自己
的小团队。于是，她便通过豆瓣招募
和同学介绍联系到5个志同道合的
小伙伴，两名本科生和三名研究生，

“他们专业各异，都和农业不沾边。
但都是热爱这项事业的人。”于是，6
个年龄相仿并志向相同的年轻人组
成的团队开始风生水起地干起来。

“团队成员分工明确，有人负责生
产，有人负责防疫，有人负责销售，有
人负责配送等。”郁倩文说，这些都是
他们在工作中慢慢积累出的经验，目
前他们团队配合很默契，每个人都为
农场努力，因为每个人都有股份，所以
都把农场当成自己的事业和追求。

有了共同的目标，中间也少不
了吵闹。“我们在一起也是整天吵
架，不是因为利益冲突，而是因为在

宣传、管理等方面的理念不同。”郁
倩文说，吵到不可开交，他们就会进
行民主投票来做最后决定，“有时我
也会专断，哈哈。”

作为80后创业的一代，郁倩文
显然更会利用各种网络渠道来宣传
和推销农场。刚毕业资金有限，大部
分资金用在了生产上，因此没能力
再开实体店或进超市销售，经过探
索，她将店铺搬到了淘宝网上，名字
就叫诚品农场。“就是诚实的品质的
意思，食品行业要凭良心去做。”

如今，在新浪微博、豆瓣、QQ上
都能找到诚品农场的影子。“我们现
在采取的是线下和线上销售相结合
的方式，之前走街串巷积累的会员
预订能占销售量的大部分，剩下的
靠淘宝店销售。”

“农场就是我的人生支点”

如今，郁倩文团队经营的农场
已初具规模，父母和几名雇的农民
在莒南的农场里负责养鸡、种地，郁
倩文他们几个小伙伴则在济南负责
配货等事宜。除了鸡蛋，农场生产的
黑豆和花生油等也成了热销产品，

“慢慢地想把农场里的东西都循环
利用起来，这几年走得比较慢，但我
觉得这样一步一步走得踏实。”

在她看来，目前自己的农场还
处于“上升期”，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现在大家对健康饮食的要求越来
越高，除了鸡蛋，不少人还希望吃到
健康的蔬菜、肉食、粮食，所以未来
健康食品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就等你的鸡蛋了，孩子都要断
顿了。”每次接到客户的催货电话，
郁倩文在心急的同时又特别开心，

“被信任被尊重的感觉太好了。”随
着农场知名度的提高，郁倩文也成
为媒体争相关注的对象。她也成了
当地小有名气的名人，当初强烈反
对的父亲也常骄傲地和别人聊起女
儿，“我这闺女是挺能干的。”

养殖、种植、配送等都走上了正
轨，郁倩文对自己的生活也有了新追
求，“趁着年轻，想去国外读书，想读商
科类或是管理类的吧。”她也想到国外
去考察有机农业的发展情况。“以前不
敢想的，不敢做的，现在什么都不怵
了。”郁倩文说自己的性格中有些顽固
和偏执，认定要做好的事一定要做成，
坚持的东西也一定要做好。“人这一辈
子一定要有人生支点，农场就是我的
支点，最糟糕、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
了，我们也会越来越好。”

山山东东临临沂沂莒莒南南县县，，一一个个五五百百多多亩亩
山山林林里里，，上上万万只只鸡鸡在在满满山山遍遍野野奔奔跑跑
着着，，山山下下的的土土地地上上则则是是一一片片绿绿色色海海
洋洋，，成成片片玉玉米米地地、、花花生生地地和和黑黑豆豆地地交交
错错分分布布着着。。这这里里便便是是民民俗俗学学硕硕士士郁郁倩倩
文文和和她她的的小小伙伙伴伴一一起起打打造造的的农农场场。。

从从民民俗俗硕硕士士到到养养鸡鸡专专家家、、从从纸纸
上上谈谈兵兵到到经经验验累累累累，，从从内内向向寡寡言言到到
侃侃侃侃而而谈谈，，从从单单打打独独斗斗到到组组建建团团队队，，
这这个个最最初初抱抱着着浪浪漫漫情情结结建建农农场场的的姑姑
娘娘把把事事业业做做得得越越来来越越大大。。如如今今，，农农场场
里里收收获获的的山山鸡鸡蛋蛋已已供供不不应应求求，，黑黑豆豆
和和花花生生油油也也颇颇受受追追宠宠。。““只只要要是是越越来来
越越多多的的人人吃吃到到自自己己的的鸡鸡蛋蛋，，得得到到他他
们们信信任任和和尊尊重重，，又又可可以以解解决决自自己己的的
温温饱饱。。””这这就就是是她她所所理理解解的的成成功功定定
义义。。显显然然，，她她做做到到了了。。

农场主郁倩文：

鸡鸡场场追追梦梦的的民民俗俗学学硕硕士士

炒豆子香味一出来，鸡群们都围在一旁瞪眼瞧着，口
水都快流下来了。

农场里奔跑的鸡群是绝对主角。

本本版版照照片片均均由由郁郁倩倩文文提提供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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