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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赢

④广州工作人员打包毕节五谷蛋

①毕节蛋鸡养殖车间

②工作人员查看鸡蛋品质

③工作人员分拣鸡蛋

⑤广州市民选购毕节五谷蛋

⑥用毕节五谷蛋做成的广州美食肠粉

“再把这几箱打包完就差不多

了，可以准备装车。”

听到声音，我的思绪一下子被

拉回，一看时间已经来到中午 13 时

许，很快，我也上了车。

货 车 载 着 我 们 在 高 速 路 上 飞

奔，我看到一座座高山、一条条隧

道、一架架大桥……大约 18 个小

时，终于，我看到了壮阔的大海。

在广州槎头蛋品批发市场，我见

到了许多小伙伴，有外地的，也有

我家乡的，比如七星关，比如赫章。

在 一 家 名 叫 家 睦 蛋 品 的 经 营

部，一台智能蛋品喷码机正在高速

运作，店员正忙着清点、挑选、打

码、再次装箱……很快，我看到我

的小伙伴们都被打上了“专属编

码”。

听家睦蛋品负责人杜先生说：

“这些编码相当于让鸡蛋有了‘身份

证’，实现可溯源。这些鸡蛋都来自

贵州毕节，那边的水土好，又是五

谷喂养，吃起来口感也好，卖得很

好。”

“我们不愁销路。每天出货一车

11 吨左右，通常都是老顾客，一般

当天就能卖完。过去我们主要面向

商超、学校、单位食堂等大客户，

现在为了跟上市场形势，零售也走

得很好。”

杜先生还说，我的小伙伴们会

全 年 365 天 不 间 断 被 运 送 到 大 湾

区，从产出到市场最快只需 24 小

时，可最大程度地保证新鲜。到达

之后，会再次对我们进行挑选、分

级等等，让我们成为一枚枚“内外

兼修”的高品质鸡蛋。

在 天 河 区 的 一 家 钱 大 妈 生 鲜

店，我再次感受到了广州市民对我

们的爱。

不信，你们听——

门店的负责人许艺说：“通常不

到中午，新鲜的贵州五谷蛋便能销

售一空。”

顾 客 黄 女 士 也 径 直 选 择 了 我

们：“贵州的鸡蛋个头大、蛋清黏度

高、蛋黄香，家里人都喜欢吃，比

如今天我就是专门来买一些回去做

一道黄埔炒蛋。”

“贵州五谷蛋很受本地消费

者欢迎，我们从 2018 年就开

始售卖，平均每天采购贵州

鸡 蛋 约 3000 箱 ， 数 量 超

100 万枚。”钱大妈采购

相关负责人表示，“2022
年，钱大妈贵州五谷蛋

销售额突破 2 亿元；今

年截至 10 月，贵州五

谷蛋销售额已超 1.8
亿元。”

听到这些，我

和小伙伴们都骄傲

极了。

这就是我和小

伙 伴 们 “ 出 山 入

湾”备受关爱的

故事，我想起出

发那天，看到拱

拢坪国家森林公

园时，明明已是

深冬，阳光却不

经 意 间 穿 过 林

间 ， 处 处 叠 青 泻

翠，阵阵又温暖又

清凉的香气直扑鼻

尖，天空像是精心

酿制那般依旧湛蓝。

可 惜 我 文 笔 平

平 ， 绘 不 出 故 乡 清

风，抒不下山海深情，

写不尽一路荣光，道不

完这世间繁华。

（郑艳洁 参与采访）

清 晨 ， 当 第

一缕阳光如约而

至，我和小伙伴

们也渐渐开始苏

醒。我的鸡妈妈

告诉我，很快我

们就要启程，翻

山越岭去往 1200

公 里 之 外 的 广

州。那是一个有

海的地方。

我 是 一 枚 鸡

蛋，一枚产自于

大山里的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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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毕节鸡枚毕节鸡蛋的自述蛋的自述：：

我我是这样在大湾区走红的
□ 本报记者 王方雁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许晓芳 李慧婷

我和鸡妈妈的家在位于毕节市

七星关区撒拉溪镇撒拉社区桥边组

的盛园蛋业养殖场，这里离拱拢坪

国家森林公园不过几公里。

每天，穿过森林的风绵绵不断

地吹向我们，山里流淌的泉水汩汩

地滋养着我们，我的鸡妈妈们享受

着饲养员科学调配的营养五谷餐，

和无时无刻的精心照顾。

正是这样的好山好水好生态，

和科学的现代化饲养模式联袂，才

让我的鸡妈妈们长得健康强壮，也

让我和小伙伴从出生那一刻就深受

大 家 喜 爱—— 相 貌 堂 堂 ， 溢 满 蛋

香，无论营养还是口感都是一级棒。

12 月 21 日早上 9 时许，经过第

一位饲养员的挑选，我和小伙伴闯

过第一关，随着传送带，来到了分

拣车间。一排排自动化设备有序运

送着我们，9 名工人分站传送带两

侧，专注而娴熟。他们要把我们之

中存在脏、损等不合格情况的都剔

除，还需根据我们的大小把我们分

为 0 到 5 号，再放在相应的蛋托板

上。

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正要拿起

我的工人徐会先。

都说熟能生巧，对于已经干这

项工作 3 年有余的徐会先来说，如

今简直信手拈来。听她说，鸡蛋好

不好、有多重，她用手掂掂就知

道。

徐会先很珍爱这份工作，上有

老下有小没法出门打工，这份工作

让她有了不错的收入，还能照顾家

人，生活也因此得以改善。

对了，我得先向你们介绍一下

我的家。

我的家里现有鸡妈妈 77 万羽，

年产鸡蛋 1.5 亿枚。先后吸纳带动周

边农户 236 户 640 人就近就业。

我们还与七星关区龙凤蛋鸡养

殖有限公司、茂源家禽养殖有限公

司、草上云海养殖有限公司形成产

销同盟。目前，4 个养殖基地拥有

鸡妈妈 220 万羽，年度总销售额 3.5
亿元。

去年，我家获得了东西部协作

帮扶资金 40 万元，用于完善产业园

道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

今年 9 月，我家再次获得东西

部协作帮扶资金 916 万元。有了这

笔资金，我家将会新建 3 个“大别

墅”，饲养更多鸡妈妈。

重 要 的 是 ， 还 会 有 更 多 搬 迁

户、脱贫户与我家签订入股协议，

每年都能以保底分红的方式，增加

他们的收入和实现村集体经济积累。

听我赫章的小伙伴说，它的家

贵州金酉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也是如

此欣欣向荣。目前，拥有养殖规模

为 70 万羽的水塘马圈岩蛋鸡养殖

场、养殖规模为 120 万羽的平山蛋

鸡养殖场和养殖规模为 150 万羽的

双坪蛋鸡养殖场。

如今，我和它们家都与广州胜

佳超市、华润万家超市、广州钱大

妈供应链有限公司等形成了长期稳

定的合作关系，并获得了粤港澳大

湾区菜篮子基地认证。

壮 大

其实，很久以前，我们还是一

颗颗“养在深山无人识”的十八线

“小糊蛋”，想要从山的这边去往海

的那边，是连养殖场里上上下下的

人也是不敢想象的。

想知道里面的故事，你且听我

娓娓道来。

2008 年，毕节盛园蛋业有限公

司负责人张永建与我们正式结缘。

一路摸爬滚打，从门外汉到如今拥

有 3 个 养 殖 基 地 ， 他 经 历 了 不 少

“成长的烦恼”，而最刻骨铭心的，

莫过于当初拓展销路。

“缺少自己的销售渠道，我们的

鸡蛋卖到外地需要辗转多个经销

商，再加上吃五谷的养殖成本、运

输成本和规模不大，我们的鸡蛋价

格比其他的高出不少，销路自然很

难打开。”

“也曾想过自己打开销路，去过

广州好几趟，但无奈人生地不熟，

没有门路连那些商超负责人是谁都

不知道，吃了不少闭门羹。”

转机出现在 2016 年底。

“得益于国家深入实施东西部协

作和粤黔两地政府牵线搭桥。”2016
年，广州与毕节结成对口帮扶关系。

在粤黔协作工作组的帮助下，

毕节 4 家蛋企的负责人赴广州与商

家座谈并达成了订单合作，其中就

包含我的主人张永建。

很快，广东胜佳超市总经理麦

家应来到我们的家进行考察。这个

建在山里的养殖场当即打动了他：

“贵州的山水空气确实好！这样的生

态和养殖方式，怪不得鸡蛋的口感

好。”

之后，为了进一步提升我们在

广州市场的知名度，粤黔协作

工作组的工作人员四处为

我们奔走“打 call”。

广 州 线 上 电

商、线下商超、消费帮扶专馆专柜

专区、银行、媒体等优势资源同步

开展推广。我们开始在广州热销。

之后，我的家“添置”了智能化养

殖系统，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养殖

规模也逐步扩大。

破 局

·图片由本报记者 陈 曦 王 洋 张绍强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廖雪明 王 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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