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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人小时候喜
欢放牛，长大了还喜欢放牛？

覃志钊就是这样的人。
早上 9 点，如朝阳一般年轻的

他，已经从山上割草回来，然后是切
草、喂牛、清理牛粪、打扫牛圈……
认认真真地完成他每天的“规定动
作”。

覃志钊是一名退伍军人，从部
队退役回到家乡柳城县古砦仫佬
族乡上富村上富屯，开始创业到
现在刚好 5 年。4 年前，他投资了
4 万多元在家中后院建成了一个牛
圈，并花费 11 万元采购本地土黄
牛发展养殖产业，当上了名符其
实的“牛司令”。

从军人到养牛人，人生角色的
转换在他脸上并没看到什么慌乱的
印记，说起话来总是一副云淡风
清、不急不忙的样子，稳定感十足。

“自己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农
村有很深的感情，就想回农村做一
些自己喜欢的事业。”覃志钊说，自

己从部队转业的时候只有24岁，因
为“喜欢”二字，他没有像别的战
友那样，外出大城市做生意或打
工，而是选择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他当时心里想着：自己是当过兵
的，凭借着军人一不怕苦、二不怕
累的精神，在家踏踏实实发展种
养，做出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一
定会比在外奔波要好。

覃志钊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
么，在种植与养殖之间，他果断选
择了养殖。按照他的理解，上富村
地势偏远，山多地少，森林资源丰
富，草木旺盛，非常适合养山黄
牛；古砦种植稻谷和甘蔗居多，养
牛青料供应足够。就凭这几点资源
优势，发展肉牛养殖是最好不过的。

万事开头难，和所有的创业者
一样，覃志钊的养牛事业并非一帆
风顺。一开始，他没有技术支撑，
遇到几头牛同时不吃东西、生病
等问题就束手无策，急得他赶紧把
兽医请到了家里。2022 年，他改变

养殖发展思路，开始试着进行自养
自繁，适度通过繁殖并出售小牛来
提高养殖数量。谁料，刚入冬就碰
到了青贮饲料供应不足问题，急得
他县内县外四处寻找购买秸秆、甘
蔗尾叶等，使得养殖成本一下提高
了许多。可不管如何，覃志钊从来
没有后悔过回乡创业，而是愿意为
它投入，包括他的时间、精力等
等。他说，这个养殖行业没有我想
象的那么简单，虽然目前养殖规模
还达不到我之前的设想，收入也达
不到我的预想，但我愿意为它投
入，倾注我的热情和我的汗水。

吸取了失败的教训之后，覃志
钊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在不断摸
索下，逐渐掌握了技术与经验。对
于标准化养殖，他跟别人完全不一
样。他经常放牛上山，用定位器做
好跟踪后，他就一人一山一群牛地
让牛自行吃饱吃好，无比惬意。另
一方面，他把核心放在饲料管理
上，主要以甘蔗尾梢和优质牧草为

主，玉米粉为辅，确保牛“吃饱、
吃好、睡好”，降低牛的养殖周期，
提升牛的安全养殖系数。而对于自
养自繁，他更是有自己独到的见
解：不随意引进改良品种，一能确
保牛品种，二能确保产仔率，三能
确保牛健康。

如今的覃志钊已经积累到不少
养牛技术，牛越养越好。4年来，他

的牛圈最少时住有14头牛，多的时
候住有30多头牛。看着自己创造的

“成果”，这位“牛司令”幸福感满
满。目前他的黄牛仔每年出栏十多
头，产业发展稳定，基本实现肉牛
生产的低投入、多产出和高效益。
他已然成为带动村里养殖业发展、
促进乡村振兴的好榜样。

（冯艳芳 吴再丽 韦晓平）

“牛司令”的幸福

近日，梧州市骑楼城内人潮涌动，市民和游客把大街小巷围了个水泄不
通。据悉，梧州骑楼城自举行开街仪式以来，热度持续飙升，来这里打卡、游
玩的市民和游客络绎不绝，场面十分热闹壮观。图为热闹的梧州骑楼。

（黎杰源 摄影报道）

近日，百色市田阳区开展“传承非遗文化之魂 铸牢民族团结之根”主题青
年夜校，组织广大青年参与非遗扎染和漆扇体验活动，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韵
味，共同感受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图为活动现场。

（黄颖 摄影报道）

时下，在大化瑶族
自治县古河乡丹桂村种
植合作社百香果园里，
一片片绿油油的藤架缀
满果子长势喜人，清香
扑鼻。果农们忙碌地穿
梭在一排排百香果藤架
间 ， 采 摘 、 装 箱 、 搬
运，忙得不亦乐乎。

近年来，丹桂村围
绕“山、水、田、蜂、
光”为主题，投入资金
890万元，通过建设设施
农业、蜂蜜加工厂、传
统农业文化展示区、红
色民宿、光伏发电等项
目 ， 着 力 写 好 “ 土 特
产”文章，壮大村集体
经济和庭院经济，促农
增收致富。图为果农喜
提新鲜的百香果。

（蓝本能 摄影报道）

▲覃志钊在喂牛。

田阳区：体验多彩非遗 感受文化魅力

梧州：骑楼城热度持续飙升

大化：“甜蜜”百香果产业助增收

夕阳下的阳朔县十里画廊风景区，山峰、河流、游筏、村庄被映照得美轮美奂，如诗如画。
十里画廊全长5公里，喀斯特峰林连绵，景点众多，是阳朔县极具人气的景区，每年吸引众多游客
前来游玩。图为十里画廊景区。 （黄胜林 摄影报道）

阳朔：十里画廊景美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