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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

上世纪90年代，我在诸城工作了七年，
和农民一起养了七年鸡。为了出口鸡肉，还
去了四趟日本。现在回想起来，里边的事儿
还真不少。

如果养一只鸡，那真不是事儿。但是，
如果养一大群鸡，几百万只、几千万只、上
亿只，不仅养殖，而且要宰杀加工销售，使
养鸡产业化，那就要很好地研究，这里边有
很深的学问，而且需要高端的人才，这不是
开玩笑。

产业化养鸡，首先需要生产大批鸡雏，
这需要生物技术支持。我国现在大规模养
殖的肉鸡品种叫“爱拔益加”，它从老到小，
分为“五代”。“原始代”在美国，是美国人40
年前的创造。它的第二代“曾祖代”也在美
国，限制向中国出口。坐着飞机，漂洋过海，
来到中国的是我们花巨资进口的第三代，
即“祖代”。进口后经过30天的隔离检疫，才
可以进入养鸡场。“祖代”种鸡一只母鸡为
一套，但每15只母鸡必须配套1只公鸡。“祖
代”种鸡从育雏到第25周开始产蛋，孵化出
的小鸡就是第四代，即“父母代”，“父母代”
种鸡生蛋孵出的小鸡才是第五代，即“商品
代”，供农民养殖，然后才宰杀加工，成为商
品。

1991年，山东诸城市拥有60万套“祖
代”种鸡，建有三个大型的“种鸡场”，全套
进口设备，全部自动化生产，每年生产一亿
只“商品代”鸡雏，经过农民养殖后宰杀加
工生产18万吨“白条鸡”，分割出口5万吨鸡
肉，是全国鸡肉出口第一县。1991年11月和
1992年7月，国家领导人曾来到诸城，考察
现代化种鸡场和加工生产线，检查出口产
品。1997年7月，国务院全国地县外贸企业
工作会议在诸城召开。

“祖代”种鸡生长到第66周必须淘汰更
新。我国至今没有突破“原始”和“曾祖”代
肉鸡培育技术，还要再次花巨资进口。没有
自己的核心技术，只得受制于人。其实，类
似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我们的制造业，真
正高端技术，大多被外国垄断，花钱再多人
家也不给。

如果说孵化鸡雏需要技术，那么养鸡
的学问就更大了。诸城在农村建了2000多
个不同规模的养鸡场。政府和公司从选址
建房、送水供电、杀菌消毒、通风透光等各
方面给予指导，统一标准，并从资金方面给
予扶持。养鸡有风险，与长毛的、喘气的东
西打交道，随时可能出问题。市场价格经常
变动，养殖和加工双方不讲诚信的问题也
时常发生。政府要求公司与每个养鸡场签
订合同，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一旦出现

纠纷，严格按契约办事。
为了加快养鸡产业发展，诸城建立了

公司对养鸡场“四到门、三赊销、两公开、一
结算”的服务模式。“四到门”就是公司对各
个养鸡场，鸡雏送到门、饲料送到门、技术
服务送到门，最后收购成品鸡到门。“三赊
销”就是鸡雏赊销、饲料赊销、防疫药物赊
销。“两公开”就是价格公开，结算公开。“一
结算”就是将每一批商品鸡当场宰杀，计算
出总收入，扣除赊销的物资价款，余款付给
养鸡户。不要小看这个服务模式。真正实施
起来，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需要精心
调度、科学安排，一个环节出问题，整个产
业链受影响。例如这“四到门”。为了把鸡雏
送到门，100多辆保温车，冬天保暖，夏天防
暑，日夜穿梭于城乡之间。

为了把饲料送到门，公司建了两个大
型饲料厂，每年生产饲料60万吨。生产饲料
需要大量的粮食和油料，诸城在吉林省敦
化市建立了大豆生产基地，在中国香港和
澳大利亚专门建立了进出口公司，每年进
口大批粮油，保持合理储备。养鸡产业发展
最怕发生动物瘟疫，一旦疫病传播，就是灭
顶之灾。诸城市由政府牵头组织，全市上下
动员，优化养殖环境，建立“无动物疫病防
治区”。由公司负责上门搞好点源防疫服
务，确保养殖环节不出问题。

肉鸡饲养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
对饲料质量和兽药使用把关不严，造成鸡
肉农药和兽药残留超标。诸城启用最先进
的检验检疫设备，建立最严格的工作制度，
配备足够的专业技术人员，严格把关，确保
不出问题。加工饲料的所有粮食、油料、添
加剂，都经过严格检验，确保成品饲料符合
国际标准。肉鸡生长期间不免出现各种疾
病，需要药物治疗。有些药物具有治疗特效
但容易形成药物残留，绝对禁止使用。诸城
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技术培训，并建立健
全责任追究制度。1998年春天，日本神户动
植物检疫所检出一批来自诸城的鸡肉含有
违禁药物“克球粉”残留。诸城一面派员赴
日，就地销毁上百吨有问题鸡肉，一面启动
追责机制，很快查明原因，是凉台乡一个养
鸡场在一批饲料中添加了8克“克球粉”。我
们当机立断，对当事者依法处理，杀一儆
百。再如这“三赊销”，一个养鸡户一次养鸡
2000只，一只鸡雏5元钱，就是10000元；养一
只鸡需要12斤饲料，至少也要10000元，还
有水电费、防疫费等等，没有两万多元流动
资金养不出这一茬鸡。那时候一户农民无
论如何拿不出这么多钱。只有全部赊销，才
能完成养殖。仅此一项，公司就需要增加流
动资金1亿多元。

依靠这种机制，在上世纪90年代的诸
城，农民养一只肉鸡能够收入一块钱。一个
养鸡户一年养5批共一万只鸡，就是一个

“万元户”，可以供养一个大学生，农民非常
满意。可见，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民是“弱
势”群体，农业需要扶持，农民需要帮助，农
村改革需要深化，农业产业化需要完善，农
业现代化的路子需要不断探索。

养鸡过程让人提心吊胆，宰杀加工要
求更是复杂严格。诸城的鸡肉主要向日本
和欧盟出口，他们对产品质量的要求用“苛
刻”二字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宰杀工厂
的生产车间、生产流水线、冷冻仓库，都
需要按照日本的要求设计建设安装，经
过日本的厚生省、通产省派员检查验收
后才能投产使用。例如，车间的地角线必
须是圆的，防止藏污纳垢。于细微处，可
见精明。出口日本的肉鸡，“预冷”环节需
要“水冷”工艺，而出口欧盟的产品需要

“风冷”，我们在一条流水线上安装两套
装置，严格按照工艺要求操作，不能混淆，
否则影响产品质量。

加工车间每天必须高温蒸汽消毒，加
工案台必须每天开水冲洗，确保无菌生产，

这个必须坚持，绝对不能含糊。工人进入车
间，必须穿隔离衣，戴安全帽，过安检门，消
毒净身。如果不小心在产品中混入一根毛
发，这就是“异物”，如果被用户检出，或者
被消费者投诉，就要被索赔，我们不能因小
失大。工人加工用的刀具，必须每半分钟伸
到“来苏水”中消毒。“来苏水”的浓度低了
不足以杀死细菌而造成鸡肉细菌超标，浓
度高了容易让鸡肉残留“异味”，都会被检
疫出来而拒绝入关。这需要每个员工聚精
会神，高度自觉。

每只鸡从划刀放血、脱毛、预冷、分割，
到检测完毕进入冷冻，不能超过40分钟，否
则自身细菌繁殖，影响产品质量。这需要职
工娴熟的技术、密切的配合。为了提高员工
素质，诸城每年派出数百名优秀员工到日
本的同类企业研修，每批时间半年，回来后
成为技术骨干。也多次派出技术骨干到泰
国的“金鸡公司”培训，因为这个公司的劳
动生产率曾经是我们的三倍。

严格的质量标准，严格的生产工艺，无
论对企业的领导者，还是生产一线的员
工，这都是严峻的考验。当然，这也促使
诸城以鸡加工为主的一大批农产品出口
加工企业，转变思想观念，强化企业管
理，提升员工素质，推进技术创新，在许
多方面及早地与国际水平接轨，为后来
更多的企业进军国际市场、更大规模的
对外开放奠定了良好基础。由此而想到
现在有不少企业，经常出现产品质量问
题、发生安全事故，根源就是管理粗放，
不按规矩办事，领导者自身素质不高，员
工也就“上梁不正下梁歪”了。

养鸡杀鸡是为了赚钱，深加工、精加工
就提上了议程。诸城人以市场为导向，以效
益为中心，在这方面大做文章。先是把一只
整鸡按照不同的部位、不同的规格进行分
割。例如，把一根鸡翅分割成翅尖、翅中、翅
根，一个“翅中”又割成两半，叫二分之一翅
中。把鸡腿肉和鸡胸肉分别加工，不同的部
位不同的价格。把大块鸡肉分割成每块30
克、50克等不同规格的肉块，实行“单冻”，
可以直接进入超市。几年下来，一只肉鸡竟
然被分割成240多个品种。有人觉得不可思
议，但这就是事实。分割过程中产生的碎
肉，我们把它串成“鸡肉串”，有纯肉串，有
肉块中间加葱段、蒜瓣、荸荠串成的“混合
串”。把鸡尾巴那块“三角肉”剔除有害物
质，串在肉串顶上，好像戴了一顶“三角
帽”，又好看又好吃，而且价格特别高。那几
年，诸城一年出口7000万串肉串，带起了一
批加工竹签的专业户。

后来我们又把鸡肉“由生变熟”。先是
炭火烤肉串，速冻后直接进入日本的快餐
店，用微波炉烤一分钟即可食用。再后来做
鸡肉菜卷，就是把白菜叶、大头菜叶用开水
烫软，包上鸡肉馅，用海带条扎紧，蒸熟，速
冻，出口。品种很多，市场很火，效益越来越
好。

再后来，日本的开发商来诸城投资建
厂，把诸城的鸡肉、蔬菜、大米、面粉加工成
各种熟食，全部出口。我记得清楚，那个日
本商人家住大阪，父亲早逝，母亲辛辛苦苦
开一个小餐馆把他养大。他成年后与母亲
一齐开餐馆，终于成功做大。我与他会谈并
敲定厂址的那一天是正月初四，他的诸城
公司名叫“青青仁木”，第一期年产4000吨，
投产一年后又建了第二个公司。

现在看，农业的综合效益要提高，关键
是把农产品的深加工、精加工文章做好，做
出质量，做出品牌，做出规模，做出市场，做
出效益。这需要亿万农民的创造，也需要政
府的引导和支持。既要有硬件的投入，也要
有环境优化、机制转换、企业和农民素质的
提高，只有让企业和亿万农民沿着市场经
济大道，走向国际国内大市场，我们的农
业、农村、农民，才会大有希望。

诸诸城城养养鸡鸡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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