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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贻刚 王东勤

“具有数千年历史的骆越民族催
生了世界文化遗产花山岩画，如今花
山脚下走出了一位骆越‘香猪王’。
骆越香猪也成为了当地乡村振兴养
殖产业的一个缩影。”被崇左市宁明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黄绍劲称赞的骆
越“香猪王”，就是宁明县亭亮镇
古亭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廖
熙丰。

今年 40岁出头的廖熙丰一身黝
黑肤色，中等身材的他却精炼能
干。谁都不曾想到，最风光的时
候，他饲养的骆越香猪大大小小存
栏数达到 5000头，成为宁明县远近
闻名的“香猪司令”，同时也是当地
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发展的榜样和标
杆。

离开家乡谋生活

2002 年，廖熙丰高中毕业考
上了柳州铁路运输学院，从此踏上
了求学成长之路。2005年，廖熙丰
从柳州铁路运输学院学成毕业。然
而在大学里学习铁路信号、通信专
业的他，此时对刚兴起的视频、三
维动画产生了浓厚兴趣，转身又走
进了柳州工艺美术学校学习了一年。

2006 年，廖熙丰开始走向商
海，一路沉浮，顽强打拼。利用学
到的知识和技能，他在柳州市360影
像工作室留下了 6 个年头的深深足
迹，既拥有了一定的人生收获，也
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和人脉。

2012年，羽毛渐丰的廖熙丰觉

得自己可以独当一面了，便拉上儿
时一起玩耍的两位好友，三人前往
南宁闯拼，成立了南宁影动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那段时间每天设计三
维动画、拍视频、拉广告、制作专
题……我们经常白加黑赶任务，但
也感觉是累并快乐着，年轻人创业
真的是有苦也有乐。”廖熙丰对在南
宁自主创业那些日子一直感慨颇深。

经过几年的打拼，他们的文化
传播公司实现年收入400万元，三个
人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返乡创业再拼搏

2018年，正值脱贫攻坚的关键
时刻。在廖熙丰的家乡宁明县亭亮
镇北宁村，发展脱贫攻坚产业也在
如火如荼进行中。“我知道廖熙丰
在南宁发展不错，每年回家过春节
他都请我们到家里做客，向我们分
享创业的历程和收获。于是，我就
极力邀请他回来支持家乡脱贫攻坚
产业发展，支持家乡的建设和发
展。”亭亮镇北宁村党总支部书记
黄 登 文 说 起 这 件 事 仍 历 历 在 目 。

“廖熙丰一直想回报家乡，为家乡
发展做贡献，因此我就建议他回来
发展养猪业，因为我知道这里有适
合大规模养猪的天然条件。”亭亮
镇北宁村半边街屯的同家族阿哥廖
熙强是最早动员廖熙丰返乡创业的
好兄弟。

感情回归、精力回归、资金回
归。带着踌躇满志，肩负感恩情

怀，廖熙丰和文化传播公司另外两
位合伙人决定在兼顾南宁发展的同
时，也要为家乡的脱贫攻坚事业出
一份力。

2018 年 8 月，廖熙丰开始回到
家乡，与同家族兄弟廖熙强一道寻
找周边最适合养猪的场地。在一番
考察踩点后，他们选定了附近的龙
旺村四修屯一处 300 亩四面青山环
抱、林草丰茂的山谷地作为养殖
场。廖熙丰及时与龙旺村四修屯的9
户群众签订了租地合同，开始了养
殖场的建设，憧憬描绘返乡创业的
梦想和蓝图。

乡村振兴树榜样

“藏香猪瘦肉率高、脂肪较低、
皮脆不腻、味道鲜美，人体所需氨
基酸和微量元素高，特别是冬天拿
来打火锅、铁板烧等，都是上好的
食材。”廖熙丰选定饲养的，是来自
西藏的藏香猪，这也是当地没有的
品种。

2019 年 7 月，由于当时有严重
的猪瘟，廖熙丰放慢脚步，在等待
合适的时机。2019年 12月，时机成
熟，廖熙丰当即投入5万多元，购入
30多头母猪、2头公猪，开始了他的
香猪养殖生涯。

“一边学习，一边摸索。一边养
殖，一边求教。那时候，我几乎天
天都和香猪在一起，别人都戏称我
为‘天蓬元帅’。”回忆起那段日
子，廖熙丰有点忍俊不禁。

2020年 12月，廖熙丰饲养的第
一批成品香猪出栏，收入 15 万元，
赚到了养殖香猪的第一桶金。有了
成功的开端，廖熙丰开始注重品牌
和包装。他善于开拓思维，结合骆
越悠久历史和文化，结合花山岩画
的世界遗产品牌效应，将自己引进
养殖的藏香猪率先成功注册了“骆
越香猪”商标，努力去做大做强这
一特色养殖产业。

与此同时，廖熙丰与武鸣的朋
友进行合作，又在武鸣建设了一个

“骆越香猪”生产基地，将“骆越香
猪”进军到南宁周边，不断拓展养
殖和销售市场。

经过一番不懈努力，到 2022年
底，廖熙丰的“骆越香猪”大大小
小存栏数已经达到 5000 头。此时，
他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香猪司
令”。

作为众人称赞的“香猪司令”，
廖熙丰也主动带领和支持当地群众
发展香猪养殖。亭亮镇龙旺村百荷
屯的脱贫户郑德刚，便是得到了廖
熙丰的大力支持。2022 年 5 月，廖
熙丰免费支持郑德刚 60 多头猪苗，
并在养殖过程中对郑德刚进行技术
指导，帮助解决养殖中的各种问
题。一年后，廖熙丰全部回收郑德
刚的成品猪对外销售，让郑德刚实
现纯收入 6万多元。“廖熙丰不仅提
供免费猪苗，而且做到技术跟踪，
回收包销，让我发展香猪养殖吃上
了定心丸。”郑德刚对此依然心存感
激。

对于小规模养殖的群众，廖熙
丰也是以成本价将猪苗出售给他
们。“只要方便乡里邻里群众，赚不
赚钱都无所谓了”，廖熙丰总是这么
笑着说。每年他提供猪苗给小规模
养殖的群众，就有20多户。

这几年，廖熙丰一直专注于对
骆越香猪特色品牌的打造。目前，
深加工的产品有骆越香猪肉丸、骆
越香猪腊肉、骆越香猪腊肠和骆越
香猪熏肉等。熟悉电商行业的廖熙
丰，灵活运用互联网平台，通过拍
摄香猪日常生活习性、烹饪香猪美
食等短视频的方式，吸引和锁定客
户，打通香猪销售渠道。目前，他
的骆越香猪主要销往南宁市，以及
供应各地的高档酒店、美食场所
等。“骆越香猪”，已经成为宁明县
一个小有名气的农业特色品牌。下
一步，廖熙丰打算在广州或深圳建
一个仓库点和销售点，将产品往珠
江三角洲销售。

这几年，当初一起携手返乡加
入养猪大军的“三人联盟”，因家庭
等各种客观原因，只有廖熙丰一直
还在坚守着那份执着与追求。

“廖熙丰是亭亮镇大学生返乡创
业的一个典范，也是全镇乡村振兴
产业发展的一个榜样。”宁明县亭亮
镇党委书记黄永翔如是说。

“我们将在香猪肉制品上继续拓
展，开发新产品，让骆越香猪走进
寻常百姓家，让大家的菜篮子工程
更加丰富。”展望未来，“香猪司
令”廖熙丰依然信心满满。

近日，在桂林市荔浦市马岭镇广安村花卉苗木基地，无人机视角下的田园阡陌纵横、绿油油一片，呈
现出美丽的乡村画卷。近年来，荔浦市把花卉苗木产业列入“十四五”规划重点产业，在园区建设、主体
培育、品牌创建、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不断推动花卉苗木产业蓬勃发展。目前，荔浦全市已经
形成了年产花卉苗木约15亿株，年产值达15亿元以上的产业规模，从业人员近6万人，在助农增收上迈出
了坚实的步伐。

（黄胜林 摄影报道）

时下，正是辣椒收获的季节，走进桂林市全州县白宝乡桐福村委上
宜福自然村辣椒种植地，一块块辣椒地，在绿叶的映衬下，火红的辣椒
格外耀眼，村民忙着采摘、分拣、装运外销。据了解，全州县白宝乡地
处桂北高山地域，气候特殊，常年保持种植优质朝天椒 6000千亩左
右。该种红辣椒生长期长，阳光充足，其独特的色、辣、香、脆，深受
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和喜爱，是当地传统名特优农产品之一。

（唐广东 蒋文博 文刚杰 摄影报道）

“香猪司令”廖熙丰

全州：

白宝辣椒喜获丰收

荔浦：

发展花卉苗木产业助农增收

▲ 广安村花卉苗木基地。

▲农民在采摘辣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