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绚丽多彩的观赏鸟，绿色无土的
栽培蔬菜，鱼虾循环养殖农场……在
山东德州乐陵，“90后”孟凡佳放弃出
国留学的机会，不当白领当农民，正
用青春和汗水，编织着属于自己的家
庭农场梦。

一开始，父母强烈反对，他便用
自己零花钱“偷偷摸摸”在老家院子
里养鸟；后来，禽流感来袭，他硬是扛
着压力借钱收遍德州、济南地区的

“种鸟”；再后来，合作伙伴撤股、种鸟
被猫祸害，他都扛下来了，他坚信“没
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只有想不出的办
法”。如今，他的农场越做越大，观赏
鸟、藕塘、鱼虾、绿色蔬菜，他想让更
多的人知晓自己打造的“绿色农场”，
也想让更多人吃到自己精心培育的

“绿色食物”。

文/本报记者 高倩倩 片/贾鹏

初秋，天气微凉。跟往常
一样，孟凡佳驱车到了乐陵市
玉皇堂商贸街的观赏鸟养殖
基地观察完小鸟孵化情况，又
先后前往铁营镇兴隆街和花
园镇刘武官街的观赏鸟养殖
基地，最后，他再驱车赶到铁
营镇张王官正在建设的现代
化休闲渔业示范园查看项目
进展情况，虽然每天都要往返
这些地方查看一番，来来回回
一百多公里路，孟凡佳却一点
也不觉得苦，还不时哼起小
调，因为这些地方都承载着他
美好的希望和梦想。

看着初具规模的农场，就
连孟凡佳自己也不会想到，这
一切，两年前还是个零。1990
年出生的孟凡佳，那会儿还是
青岛理工大学的大三学生。
2012年暑假，一位爱好养鸟
的长辈带鸟到家中玩，从小就

喜欢养猫养狗，还养过蜘蛛和
蛇的孟凡佳对养殖的兴趣被
点燃，回校后他便搜集大量有
关观赏鸟的资料，为建场做准
备，想着毕业后就回乡闯出一
番事业。

也正是那一年，孟凡佳已
收到瑞士一所大学的录取通
知书，作为家中独子，父母对
他有很高的期望，希望他学成
回国后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
谋得一份体面的工作。得知孟
凡佳要回家养鸟的消息，父母
万分不解和反对，“关系一度
闹得很僵，有一段时间甚至都
不搭理我。”孟凡佳说，但自己
心意已决，便用自己积攒的三
万元零花钱“偷偷摸摸”开始
了自己的养鸟生涯。为了不和
父母彻底闹僵，也为给自己争
取时间，他申请了入学延期，
开始专心致志养鸟。

放弃出国好机会

把养鸟爱好变成事业

在孟凡佳的观光鸟养殖
场里，颜色不同、形态各异的
万只鹦鹉、文鸟、玉鸟上下跳
跃，叫声嘹亮，宛如鸟的王国。

“这是我的第一个鸟场，养鸟
要有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并
了解鸟的习性，一天得换三遍
空气，养鸟的房子贴绿纸的是
孵小鸟蛋的、贴红纸的是孵小
鸟的、贴黑纸的是箱子需要消
毒了……”说起养鸟经，孟凡
佳如数家珍。

2013年9月，孟凡佳的佳
之尚观赏鸟养殖场建成，引进
鹦鹉、白玉鸟、珍珠鸟等八大
类1000多只观赏鸟，开始养
殖繁育，并招收了 3名工人。
养殖场初见规模引得周边的
人都来参观，其中不乏孟凡佳
父母的朋友，却唯独不见父母
的身影。“朋友们的评论传到
我爸妈那，他们才慢慢接受
了。”孟凡佳说，后来爸妈来看
过一趟，发现确实不错，慢慢
地会带朋友来参观了，也不催
着出国留学的事儿了。

眼看引进的种鸟就要孵
化，能见到效益，就当孟凡佳
觉得一切都在好转时，可场房
里进了猫，把种鸟“祸害”了，
即便没遭到“祸害”的种鸟也
不再孵化，当时孟凡佳“很受
伤”，看到这种局面，他创业初
期的合作伙伴也退出了，顶着

一身外债的孟凡佳硬是扛了
过来，“继续借钱重新开始，不
然借的钱就还不上了。”孟凡
佳说，之后引进的一批种鸟，
在精心照料下，初见规模，养
殖场慢慢好转。

2013年的一场禽流感让
观赏鸟市场一度低迷，各个鸟
场都在想方设法低价抛售、寻
找生机，之前四五十元一只的
种鸟四五块钱就能买到，孟凡
佳也天天发愁，经过大量调研，
孟凡佳决定借钱收购“种鸟”，

“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但当
时山东的疫情并没有很严重，
只是受牵连了。”孟凡佳说，当
时自己就是心一横，想即便买
回来的鸟全部都患上了禽流
感，自己就当拿钱打水漂了。
那段时间，孟凡佳几乎把德
州、济南地区的所有“种鸟”都
收到了自己场内。不管“种鸟”
患没患上禽流感，都每天定期
消毒打疫苗精心照料。

然而，禽流感疫情一过，
各大养鸟场都需要购回“种
鸟”，孟凡佳的转机来了，不太
好的种鸟也卖出了好价钱。

“那一年，我一下扩到了三个
场，而且规模都很大。”孟凡佳
把这些归功于自己的运气好，

“那时的我一没钱二没人，家
人不支持，还有一些人等着看
笑话，我必须得拼一把。”

创业路上困难多

咬紧牙关闯出片天

90后创业者孟凡佳

鸟鸟背背上上搭搭载载起起农农场场梦梦

孟凡佳和充满阳光的大学生创业团队在农场建设现场。

1

2

孟凡佳和他的观赏鸟们。

盆栽有机蔬菜已种植成功，为将来示范园大面积种植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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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高任鸟飞

事业做大不忘本

养鸟场的事业做大以后，孟
凡佳又开始琢磨事儿了。2013
年，他花3万元钱承包了120亩
淤泥沟塘，“打算用作藕塘，就必
须先清淤，清淤过程中挖出很多
鱼，光卖鱼我就把承包费用赚回
来了。”孟凡佳笑着说，就是赶上
好运气了。

在铁营镇，孟凡佳还承包了
3700亩荒洼地，建立了自己的
农场。目前，农场已开挖标准化
养殖池塘形成净水面1500亩，
抬田1200亩搞生态养殖，项目
建成后，可实现南美白对虾、河
蟹等“上粮下鱼”立体生态养殖，
成为一处集开发休闲垂钓、体验
式采挖、生态渔业观光等一体的
现代化休闲渔业示范园。“这里，
不但有鸟儿，还有鱼、鸭、鹅，羊，
可是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
里游的都全了。”孟凡佳说：“他
要利用生态链的循环养殖方式，
把绿色环保的养殖理念贯彻到
他养的每一个动植物身上。”

近期，孟凡佳打造的集餐
饮、住宿等多位一体的农业生态
观光园即将动工，预计2015年

元旦前后投用，建成后，人们可
以从中享受钓鱼摘菜的田园生
活，还可以自己动手加工感受厨
房里的温馨时光。“打造生态观
光园主要也是为了让大家都知
道我的绿色农业和绿色食物。”
孟凡佳说。

今年6月，孟凡佳在黑龙江
省大兴安龄加格达奇区承包36
万亩山地，计划用4年时间，建
成一处采摘、旅游、观光于一体
的生态农业示范园。

现在，孟凡佳正准备把佳之
尚观赏鸟养殖场更名为天高鸟
业有限公司。“下一步我将以天
高鸟业为纽带，吸收更多的农民
加入养鸟事业，走公司+基地+
农户的一体化发展道路。”孟凡
佳说，乐陵有很多“打工村”，年
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留守的
多是老人和孩子，他也想通过自
己的一份力让农民看到致富希
望，把外出打工的人留在村子
里。正是实现从大学生到农场主
的华丽转身后，想到身边人，孟
凡佳又有了新梦想，那就是带他
们一起奔向小康之路。

一个好汉三个帮

兄弟情化身团队力量

有付出就有回报。“现在，我
的观赏鸟养殖前景非常看好，已
在铁营、玉皇堂发展 6 处养殖
场，总投资达100多万元，年繁
育优质观赏鸟两万多只，年收益
80多万元。”孟凡佳说。

“当然，这一切还要感谢团
队力量。”孟凡佳说，自己也很庆
幸遇到一个好团队。目前他的团
队吸收了十多名大学生，都是和
他一样想靠自己打拼一番事业
的年轻人。“我选人更多的是看人
品，只要人品好，能力是可以锻炼
和培养出来的。”孟凡佳说，团队
里的每一个员工都以公司利益为
重。刚开始做栽培蔬菜时，需要定
做花盆、有机质等，便派出三人外
出考察，出去考察的三个人5天去
了寿光、青州、北京和河北等地，
算上油费、过路过桥费、住宿和吃
饭才花了800多块钱。“为了省钱，
他们晚上就在车上睡，饿了就是
馒头咸菜。”孟凡佳说，其实他们
每个人的卡上都有公司预支的
钱，可他们都理解公司 创业初
期的艰难，都不花。

沟塘清淤、鸟场扩建……这
几个大项目都是团队成员帮忙
完成的。“一个兄弟负责盯着清
淤工地，那段时间他天天盯在工
地上，让他回来都不回，生怕挖
掘机偷懒。”孟凡佳说，平时工作
中大家都是正儿八经的样儿，生
活中的他们却是兄弟般的情谊，
聚在一起经常是嘻嘻哈哈打打
闹闹。

其实，孟凡佳也是一个爱玩
的大男孩儿，平时最爱旅游，哪
怕是出差，他也总是用最短时间
忙完手头的工作，以便留足时间
可以慢赏旅途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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