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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硕士”回乡养鸡，带动18个村增收
省人大代表龚光辉：农业现代化产业化是大势所趋；不论什么行业，只要认真做，都会有前途

【“洋硕士”】 留学7年，他放弃国企工作回家养鸡

1月22日，龚光辉作为省十四届人大代表，从老家
娄底涟源抵长报到，记者在其入住酒店采访了他。

一头短发、一副无框近视眼镜，一身黑色西服、配
灰色羊毛衫及白衬衣。初次见龚光辉，便感受到了其
文质彬彬、温文尔雅，而又不失干练的一面。

如果事先不知道，你绝对想不到眼前这位帅气的
“80后”竟是个养鸡人。

2009年， 龚光辉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财经大
学硕士毕业，并获国际经济管理硕士学位。然而令很
多人不解的是，留学7年的“洋硕士”却最终选择回家
跟着父亲养鸡。

“曾打算去一家广东的国有企业上班。” 龚光辉
说，就在该国企通知他回去迁户口时，他却打了退堂
鼓。而真正让龚光辉下定决心回家养鸡的，却是他参
观了一家集团的现代化养鸡模式。当时他父亲的养鸡
事业正遭遇发展瓶颈期，同时也在发生禽流感，导致
市场价格走低， 行业低迷。“当时我觉得养鸡要丢掉
‘老把式’，实现自动化。”

这一年，龚光辉叫回了在外工作的弟弟，说服父
亲举债加大投资、改造鸡场，“弟弟毕业于湖南农业大
学，有养殖技术。”龚光辉自己则引进了中国第一套德
国全自动化种鸡本交笼养生产线。

【创新者】 科技养鸡，让农业现代化、产业化

“刚学养鸡那会，我起得比鸡早，睡得比鸡晚。”为
了养好鸡， 龚光辉每天一大早就来到鸡舍观察鸡的习
性，晚上等鸡睡了又在鸡舍里听鸡的声音。为了给鸡提
供足够的营养，他们会给鸡喂豆粕、玉米、维生素、油脂
等。“客户说，我们供应的鸡蛋，味道就是比别人家的好。”

相比其他养鸡人，龚光辉养鸡特别注重科技。在他
看来，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是现代化。除了引进先
进的养鸡设备外，从2014年开始，他就不断对他的养鸡
基地进行现代化投入与改造，“至今已投入3.8亿元。”

“相比以前，我们的养鸡效率提高了几十上百倍。”
龚光辉说， 目前他管理了2个现代化标准化养禽基地，
种鸡、成鸡年出栏1500多万羽，存栏80万羽，还有鸡饲
料、鸡粪有机肥加工等，但是一线员工加上管理团队仅
10个人。

产业化是龚光辉看好的另一个方向。 龚光辉说，
自2009年接手父亲的养鸡场到2023年， 他管理的鸡
场已从年产值两三百万元增至3亿多元，14年增长了
数百倍。“新养鸡基地将在今年投产运营，届时年产值

将超十亿元，年税收约6000万元。”

【坚守者】 经历多次风险，逆境之中抢先机

“我运气好，赶上了发展的好时机。”一说起养鸡，
龚光辉就眼里放光。只是他所说的“运气好”却纯属谦
词，因为他也承受过多次风险。

比如， 龚光辉刚回来养鸡时， 就面对各种质疑。
“他一定是在外面没混好，书也白读了，没能力，没出
息……”这让龚光辉颇感压力，甚至一度自我怀疑。

后来还经历了禽流感，很多鸡场都开始大量屠宰种
鸡，甚至退出行业。龚光辉说，“我们也考虑过要退出，及
时止损。”不过经过冷静思考后，他坚信，一切总会过去。

“我们坚持下来，后来果然赶上了一波好行情。”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我都深度参与。”龚光

辉说，他采取“委托帮扶+金融扶贫模式”“委托帮扶+
合作社模式”“直接帮扶+自主经营模式”“务工+技能
培训模式”， 将自己的事业发展与农户的利益紧密结
合。目前，龚光辉每年都向有残疾、有困难的村民免费
发放四五万羽鸡苗，并先后带动了18个村集体年均收
入增至14万元。

【履职者】 关注人民的诉求，推动解决问题

“自从当上省人大代表后， 我开始更多地关注人
民的诉求， 并想办法通过代表的身份来反映出来，并
能推动解决问题。”龚光辉说。

作为省十四届人大代表，龚光辉带来了《关于解
决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新增人口住房需求的建议》。
他建议， 湖南统一出台解决新增搬迁人口住房需求的
政策，明确保障方式、责任主体、面积标准、资金来源、
产权归属等措施；同时安排专项资金，以现有安置点扩
容或其他便利新增搬迁人口入住的方式建设公租房，
有力有序、全覆盖解决新增搬迁人口住房需求。

留学7年，他回家养起了
鸡，年产值14年增长了数百
倍；他每年向村民免费发放
鸡苗四五万羽， 带动18个村
集体年收入增至平均14万
元……他就是省十四届人大

代表、 湖南涟源天柱山禽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龚光辉，一个自认为有点木讷的“80后”。

在每一次发展关键点，龚光辉总能找到突
破口，让合作社转危为机，逆势而上。在他看
来，农业的现代化、产业化是大势所趋，他也是
始终这样做的。

■文/图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胡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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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龚光辉看来，他是一个不擅长社交、甚至有些木
讷的人。“我更愿意把时间放在研究怎么去做事情上。”
以前龚光辉上台发言会很紧张，甚至说不出只言片语。

为了突破自我，龚光辉主动练习演讲，并特意让自己多
出镜接受采访。慢慢地，龚光辉讲话不怯场了。“有一年在省
两会的代表通道上，我的发言被领导评价‘很精彩’。”

“我觉得不论什么行业， 只要认真做， 都会有前
途。”对如何看待未来农业的发展前景时，龚光辉如此
作答，要用做工业的思维，来做农业，“尽量把复杂的事
情简单化。”

登峰者说

“不论什么行业，只要认真做，都会有前途”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 保护好
一江一湖四水源头，特别是沿河、沿江的乡村
地区，成为这项工作的重点之一。“目前，我省
不少乡镇、 乡村地区缺乏有效的污水处理设
施，导致污水直接排入河流和湖泊，严重影响
水源质量，破坏生态环境。”1月23日，湖南省
政协委员、 湖南优冠体育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长钟高明提交了《建设乡镇一体化污水处理
站助力乡村振兴与生态保护》的提案。

钟高明表示， 建设乡镇一体化污水处理
站十分重要，这不仅可以解决上述问题，还能
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基础设施支持，促进乡村
旅游和生态农业等产业的发展。

如何实施建设乡镇一体化的污水处理
站？钟高明经过走访调查后，提出了自己的
建议。首先是科学规划，根据各乡镇、乡村地
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污水处理站建设
规划。政策支持方面，主管部门出台相关政
策，对污水处理站建设给予资金、技术等方
面的支持。

钟高明还分析了建设污水处理站的社
会和经济效益。他表示，处理污水可有效减
少水体污染，提升乡村生态环境，提高居民
生活质量，同时也保护了水源，为乡村提供
安全可靠的饮用水。

“建设乡镇一体化污水处理站是乡村振
兴和生态保护的关键措施。”钟高明称，通过
实施这一措施， 将有效改善乡村环境质量，
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共同守
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乡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李琪

建设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是落实
中非合作论坛“九项工程”的重大举措，也是
湖南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的重要抓手。
如何更高质量建设先行区，提高湖南对非经贸
合作能级和质量？省政协委员、湖南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副教授何韵建议，湖南应以建设中非
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为政策抓手，利用中非经
贸博览会大小年的时间差、 省内外的资源差，
提升湘非经贸合作整体水平。

“湘非贸易增速强劲，但出口以机电产品、
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为主，进口以原材料和矿产
为主，缺少自身特色，与广东、浙江、山东等对
非大省相比，仍有差距。”何韵认为，湘非经贸
合作仍存在合作特色不明显、 合作资源较少、
影响力有待提升等痛点。

痛点如何解决？何韵建议，要用好挂职交
流机制， 湖南省可与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和非
洲司、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商谈，每年选派1至2
名官员到湖南挂职， 为湖南带来丰富的非洲
政策、项目、人脉资源以及非洲地区的知识和
对非洲合作更专业的建议，“湖南也可选择业
务骨干前往广东、浙江等地，学习对非经贸合
作的先进理念、成功经验。”

何韵还建议，利用中非经贸博览会的“小
年”空档，在省外组织“中非经贸博览会+”
活动。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黄亚苹

钟高明委员：
建设乡镇一体化污水处理站

何韵委员：
提升湘非经贸合作整体水平

湖南省十四届人大代表龚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