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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州县石龙镇迷赖村委左村屯的覃建红是一
个肢体残疾人，但他身残志坚。2000年以来，他
利用背靠丰收水库的优势，发展土水牛养殖致
富，从养4头起步，将土水牛养殖到28头，成为
全县养殖土水牛最多的残疾人，已然是当地创业
致富的典型。

自九十年代覃建红走入社会以来，他就在寻
找一条适合自己的创业之路。作为一名肢体残疾
人，他无法干重体力活，他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
农村实现了机械化，农村养殖水牛逐渐减少，牛
肉价格一路攀升，价格从60多元1公斤上升到80
多元1公斤。与此同时，由于养水牛不仅要有充
足的牧草，还要有放养场地，更重要的是，夏天
还要有地方给水牛泡澡，因此养水牛的人很少，
养殖户大多也是以养杂交黄牛为主，导致了水牛
肉价格比黄牛肉价格高一些。覃建红自小就帮助
家里放牧水牛，他了解到自己在这方面有着巨大
的优势。他经过调查发现，水牛个子比杂交黄牛
大许多，特别是来自孟加拉国同本地杂交的水
牛，可达400多公斤。于是他就以养带有杂交性
质的土水牛起步，正式踏上了创业之路。

一开始，他从养4头起步，做到一头公牛带3
头水牛，牛生下仔后再进行饲养，这样养殖可减
少成本，牛仔长大后就可上市。每天他将土水牛
用绳子牵到附近拥有过万亩面积的丰收水库岸边

进行放牧，让它们自由吃草，喝水、泡澡，晚上
时才牵回家。县、乡镇残联了解到他身体残疾却
自主创业养殖土水牛后，就向他伸出援手，每当
县、镇举办种养培训班时，都邀请他参加，系统
学习养殖土水牛的疾病预防技术，做好土水牛的
疾病预防。另一方面，县残联还指导他要扩大养
殖土水牛规模，就要种植墨麦草和象草，因此大
力帮助他种植了10多亩牧草，保证了土水牛的草
料供应。

由于覃建红的认真管理，他养的土水牛一天
天增多，目前总的价值达30多万元。他养殖场的
土水牛由于吃的是好牧草，还能经常到山塘水库
去泡澡，体质强健，十分受消费者欢迎，许多人
慕名购买他的牛肉。甚至有牛贩上门收购，不用
出家门，就可将成年土水牛销出去。时下每年出
栏土水牛 10 多头，每头可获收入 0.8 万到 1 万多
元。源源不断的收入，让他踏上了幸福富裕之
路。

覃建红通过养殖土水牛获得成功后，他还不
忘帮助身边的农户，特别是一些能自主创业的残
疾人，指导他们发展养牛致富。石龙镇就有十多
户农户在他的帮助下，发展养殖水牛致富，石龙
镇也成为全县最大的肉牛交易市场，每年上市肉
牛过百头。

（廖本惠/文、图）

幸福的土水牛创业路

▲覃建红在饲养土水牛。

2024年12月29日，在富川瑶族自治县富阳镇虎头村，村民加紧制作手工粉条，利用晴
好天气将粉条晒干、整理、过称、打包，以供应春节市场。虎头村利用当地丰富的木薯、红
薯资源，以传统技艺手工制作粉条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图为村民在晾晒粉条。

（黄旭胡 摄影报道）

富川：赶晒粉条供市场

2024年12月27日，正值冬种关键时期，三江侗族自治县良口乡寨塘村河寨屯生
态小土豆种植基地里，当地群众正忙着翻犁、开沟、起垄、放肥、丢种、盖土，一派
繁忙的冬种景象。

近年来，该乡立足本地资源、产业基础及区位优势，通过“合作社+种植大户+
农户”模式，大力推广“优质稻+小土豆”轮作模式，有效解决土地季节性闲置问
题，让“冬闲田”变“增收田”。目前，全乡共种植小土豆400余亩，年产量近9.2万
公斤，年产值达65万元。图为当地群众在田间忙碌。

（龙佳倩 吴全红 摄影报道）

三江：“冬闲田”变“增收田”

连日来，忻城县凌头湖畔迎来大批越冬白鹭，成群的白鹭时而在湖面盘旋，时而翱翔天
空，时而栖息觅食，它们灵动的身姿与碧绿的湖水相映成趣，构成一幅自然生态画卷，成为
冬日里一道靓丽的风景。图为白鹭飞舞。 （樊绍光 摄影报道）

忻城：凌头湖畔白鹭飞

南宁：迎接新年第一缕阳光
1 月 1 日清晨，旭日东升，新年第一缕阳光撕破云层，洒向邕江。江上水波粼

粼，货船徐徐航行，与远处雄伟的清川大桥构成了一幅绝美画卷。图为沐浴在新年第
一缕阳光下的邕江。 （喻湘泉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