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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出特色
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

“我们养殖的是伊拉兔，它具有抗病
能力强、产仔率高、生长周期短等优点。”
跟随桑庆亮走在兔舍里，他从兔场的选
址、种兔的培育、幼兔的照料到饲料的搭
配等，一一向记者介绍。他说，现在都是
智能化管理，通风、控温等很容易操作，
平时偌大的兔舍仅需要他跟妻子两人就
可以忙过来。

谈及创业经历，桑庆亮打开了话匣
子。“我之前在市区经营一家农资店，
2019 年返乡承包 10亩地建起了养殖
场，2020年开始养殖伊拉兔。”桑庆亮
说，之所以养殖兔子，是因为自己从小
喜欢兔子，在开办了养殖场后，他发现
专业养殖跟儿时散养宠物兔有着很大区

别。
桑庆亮从外地引进了500只伊拉母

兔、30只公兔，开始了艰辛的创业历
程。万事开头难，真正的养殖工作并不
像想象的那样简单，由于缺乏养殖经
验，没有销售门路，桑庆亮夫妇没少走
弯路。“最初，我们养殖的兔子时不时
出现生病、感染，甚至死亡现象，养殖
场处于亏损状态，好在我们没有气馁，
而是边养边学习。”不服输的桑庆亮通过
看书、上网等渠道，详细了解兔子的生长
习性，系统学习兔子的养殖技术等，全面
掌握卫生防疫相关知识，并多次去外省
大型养殖场“取经”。

通过不断摸索实践，桑庆亮的养殖
技术日渐提高，再加上勤劳肯干，他的兔
子从原有的500只繁殖到最多时1500

多只。这几年，出售商品兔让他实现了增
收致富，他的特色养殖也为乡村振兴注
入了新活力。

“兔”显优势
拓宽多元化增收渠道

“总的来讲，养兔子还是比较容易
的，就是多花点时间和耐心。”桑庆亮介
绍，兔子的繁殖速度快，生长期也快，一
般一只母兔1年能繁殖5至6窝，每窝8
至10只小兔。兔子养殖要想赚钱，最基
本的是繁殖数量。而在这个过程中，特别
要注意选择优良种兔。平时，要细心观察
和记录，把一些繁殖能力强的种兔进行
分栏管理，淘汰一些繁殖力稍差的兔子。
如果条件允许，还要适当从种源基地再
适当购入一些，从根本上保证兔子品种

的优良。
记者注意到，兔舍里的兔窝都是成

排搭建，公兔、繁殖母兔、培育小兔分区
喂养，小兔的出生日期、兔子的保健记录
等相关信息均有记录，各项管理特别精
细。谈到伊拉兔的养殖技术、市场前景和
发展规划，桑庆亮更是信心满满，他想的
不仅是努力养好兔子，拓宽多元化增收
渠道，还想带动周边人一起发展养殖产
业，共同增收致富。

“我们主营商品兔，兔子的营养价值
与消化率均居于其他各种畜禽肉类之
首，含有高达24%的全价蛋白、丰富的B
族维生素复合物，以及铁、磷、钾、钠、钴、
锌、铜等。兔肉对老人、幼儿、孕妇、冠心病
患者等具有滋补作用，颇受市场欢迎。”
桑庆亮说，基地有着固定的客户群，基本
是订单式销售，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养殖过程中，桑庆亮拓宽多元化增
收渠道，他将兔子的粪便出售给周围的
大棚种植户做有机肥，既免去了运输、处
理的费用，又增加了一笔收入。同时，在
市场需求较大时，桑庆亮还为客户提供
宠物幼兔。

通过几年的艰辛创业，桑庆亮的养
殖规模不断壮大，销售渠道日渐稳定，而
在个人致富的同时，他还带动周边百姓
发展兔子养殖。“他们负责养，我负责销
售，‘订单式’养殖给养殖户吃下‘定心
丸’。”桑庆亮表示，如今，在他的带动下，
周边规模在 200多只的养殖户已有 5
家，大家一起抱团发展，将特色养殖做大
做强，为农户增收注入新鲜动力，也促使
养殖业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形成了产业
规模，为乡村振兴贡献了力量。

■本报记者 孙欣

“今天理发的老人比较多，我们还
是要像以前一样，耐心多一点，动作柔
一点，让每一位老人都能感受到我们的
爱心。”日前，在社会福利中心，菲灵
义剪团队的30名理发师放下当天的工
作，专门到福利中心为老人们提供义剪
服务。团队负责人李晓斌简单叮嘱了几
句后，大家纷纷忙碌起来。

理发师们熟练地操作着手里的理发
工具，一边和老人们开心地唠着家常，
一边细心地询问老人们的理发需求。

“奶奶需要剪这里吗？”“师傅你是在哪
里剪头发的啊？”……老人们与理发师
你一言我一语聊得火热，整个大厅热热
闹闹，欢声笑语不断。

提起李晓斌和团队志愿者，老人们
纷纷竖起大拇指：“这是一群很有爱心
的小伙子，除了给我们理发，他们还经
常来看望我们，陪我们聊天。”

菲灵义剪团队负责人李晓斌今年
29岁，是圣城街道南马范村人。作为

美发行业经营者，他在2017年就组织
了一支由10多名爱心理发师组成的义
剪团队。工作间隙，他们经常进入各个
社区、村庄、医院，为老人、儿童或者
残疾人免费理发。“疫情防控期间，理
发店歇业后，有社区负责人联系到我，
问能不能带着队伍到社区为居民们理
发，我立即答应了。”李晓斌说，在社
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带着义剪团队
到社区举办了义剪活动，得到居民的一
致好评。

随后，其他社区的工作人员也给李
晓斌打来义剪咨询电话。于是，他就带
着团队辗转附近几个社区，多次举办公
益理发活动。“那段时间，我们每隔几
天就会到社区义剪。只要大家有需求，
我们都会前去服务。”他说。

如今，菲灵义剪团队已经有30名
志愿者，常年开展义剪活动。“几乎每
周我们都要抽出一天时间，到社会福利
中心或者老人较多的社区、村庄等进行
爱心义剪。”李晓斌说，每次举办活
动，他们都是自己开车，提前准备好食

物、水和各种工具，尽量不给老人们添
麻烦。截至目前，菲灵义剪团队已累计
为老人、儿童免费理发5万余人次，深
受群众欢迎。

2023年，李晓斌个人出资成立公
益技术技能培训教室，免费给家庭困难
或者残疾的青年人教授理发技能。仅仅
一年的时间，就有近20人接受免费培
训并顺利走上了工作岗位。在免费义
剪、免费培训之外，他还长期帮助多个
困难家庭，至今累计捐款4万余元，赢
得群众的一致赞誉。

对于李晓斌的善举，他的家人十分
支持。“每次外出举行义剪活动，妻子

都会跟我一起忙前忙后；车不够用的时
候，我的父亲就开车过来，给我们当司
机……”李晓斌说，帮助别人，也能快
乐自己。今后，他会带着团队把义剪活
动坚持做下去，同时，也希望更多爱心
人士加入义剪队伍，让更多老人感受到
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菲灵义剪团队：

奉献爱心 从“头”做起

古城街道徐家庄子村桑庆亮：

养殖伊拉兔
勇闯致富路
■本报首席记者 郑小菲

近日，记者走进古城街道徐家庄子村宏
乐养殖场，兔舍内空气流畅，干净整洁，整
齐划一的养殖笼上挂着食盒，一只只毛茸茸
的种兔膘肥体壮，有的悠闲地吃着饲料，有
的活蹦乱跳做运动，惹人喜爱。养殖场负责
人桑庆亮正在兔舍里喂食，细心察看兔子生
长情况。

今年 37 岁的桑庆亮是一位养殖“新农
人”。4年来，他通过不懈努力，成为当地小
有名气的养兔能手，不仅成就了一番事业，
还通过返乡创业带领周边乡亲一起致富，为
乡村振兴贡献了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