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梁的鸡舍后院，洪水来的地方。

对于李梁这样的家

庭养殖户，进行再生产

前，要先过防疫这一关。

范永强养鸡场的蛋鸡开始产蛋。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祁倩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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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大水后
畜 禽 防 疫 与 再 生 产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自艰 文/图

黑龙江五常市除了大米闻名，它的养殖业也有
着悠久的历史。在这片六山一水半草二分半田上，
全市存栏肉牛 7.5 万头、生猪 24 万头、羊 1 万头、肉
鸡和蛋鸡 25 万只，有 18 个规模养殖场。以家庭散
养为主依旧是当地的主要养殖方式。

在今年 8 月初的这场洪水中，和水稻种植户一
样，家庭养殖户需要面临着暴雨带来的各种问题；
也有一些不同，与规模养殖场相比，他们抵抗风险
的能力更弱。

五常市初步统计的受灾数据表明，养殖业损失
较小，灾害发生在部分家禽养殖户和生猪场里。这
里所说的“小”，其实是相对而言的。对于受灾户来
讲，损失的可能就是他们的全部。

当然，就像社会学家林耀华先生在《金翼》中提
到的，他们不是没有支撑系统，在这次洪水中就能
看到一些。

两难

8 月 5 日，还没等洪水退去，李梁趟着水悄悄回
了一趟家。尽管村里干部一再叮嘱不要返回有危
险，他还是没忍住，他想知道鸡舍现在的情况，有没
有补救措施。

李梁趴在鸡舍门外，侧着头往里看了一眼，心
里的幻想终是破灭，“没得救了。”在门外待了一段
时间，确认鸡舍大门足够牢固不会让鸡的尸体漂
出，李梁才回到了临时安置点。

8 月，对于肉鸡养殖户李梁一家来说本应是个
收获的季节。但台风“杜苏芮”的北上，彻底将这场
收获化为乌有。

今年 44 岁的李梁，家在五常市杜家镇半截河子
村任家屯，从父辈算起，他们一家从事肉鸡养殖已
经 40 多年了。李梁的岳父王德林是当地养鸡能手，

“村里兽医都被我熬退休好几个了，咱们县农业农
村局畜牧兽医股股长沈明，刚参加工作时常来给我
们家的鸡打疫苗。”

“现在养鸡的人越来越少了，村里也就剩下几
户。”王德林回忆道，那些年几乎是全镇全村都在从
事养鸡业。“养鸡太辛苦了，年年需要投入，还要看
准市场走向。年景好的时候，还是能挣一笔。”李梁
和妻子王丽娜接手下来的 700 多平方米的鸡舍是王
德林一年一年扩建而来，前前后后投入了 40 多
万元。

原本，李梁很看好这一批肉鸡。前不久，他卖
掉位于长山乡长兴村鸡舍中已成熟的肉鸡，回到
任家屯家里，购买了 6000 多只雏鸡进行下一轮
生产。

多年来的养殖经验让他摸清了市场行情：什么
时候购买雏鸡，什么时候卖出，如何安排两处鸡舍
消毒放置时间，他都烂熟于心。这一批雏鸡以 5.4
元一只买入，价格不算高。如果养得好，50 天后肉
鸡能长到七八斤，到 8 月底出栏时卖掉，能赚上 6 万
元，这只是李梁的保守估计。毕竟受到婚庆等多方
面因素影响，这期间餐馆的用鸡量很大。

从雏鸡进舍算起，刚好养殖 30 多天，长到 4 斤
重，李梁的这一批肉鸡便停止在这个数字上。8 月
4 日 1 时 30 分，五常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五 常 市 靠 近 拉 林 河 的 村 庄 最 先 遭 受 暴 雨 洪 水
侵袭。

吕文生是杜家镇负责畜牧技术推广与管理方
面的工作人员，在看到台风“杜苏芮”从华北、黄淮
等地转向东北地区时，他就在担心镇里的养殖户，
特别是靠近拉林河两岸的两家养鸡户和一家养猪
户，其中一户就是李梁。

杜家镇地处五常市西部，拉林河自东南流向西
北，流经镇域内 18 千米，流域面积占全镇面积近四
分之一。杜家镇以种植水稻、玉米为主，和其他乡
镇相比，养殖规模不算大，以肉鸡、猪为主。但对于
李梁这样的家庭养殖户来说，这场暴雨带来的损失
是毁灭性的。

“很难找到一个两全的办法。”在接到暴雨预警
时，吕文生就找到李梁一起想办法。“牛、猪这类的
牲畜会游泳，也能往山上转移。实在不行，可以提
前售卖。但是李梁家的肉鸡还没到出栏时间，也没
人愿意上门收货。”

李梁不是不想做出一些预防措施，或是将鸡进
行转移。但他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救，鸡会出现应
激反应；不救，鸡很可能被水淹死。

肉鸡养殖不同于其他牲畜，李梁深有体会。“养
鸡就跟养小孩一样，不能热了它，也不能冷了它，还
不能感冒。肉鸡比较矫情，平时除了我们夫妻两人
能进鸡舍，其他人进去，鸡都会产生应激反应。”

李梁提到的应激反应是指鸡受到不良刺激时
表现的各种异常现象。如突然的惊吓而产生的心
理性应激，大风、暴雨等天气变化产生的生理性应
激，温度、湿度、通风等环境条件性应激和饲养管理
性应激。不管是哪一类，确实能引起鸡的抵抗力和
免疫力下降，甚至是绝食死亡。

李梁想着将鸡舍的机器提前搬到高地，减少
损失；但挪走设备，会影响通风、温度等，鸡舍进去
陌生人，鸡受了惊吓大概率还是保不住。还没等
李梁他们想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洪水便突袭而来，
他们只能先撤走，毕竟保障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
位的。

当天晚上，洪水没过李梁家，水深达 1.5 米。鸡
舍距离地面不到 50厘米，6000多只鸡无一幸免。“要
是这茬鸡不在任家屯养，要是长兴村那边卖得再晚
些……”王丽娜念叨着。

消杀、熏蒸、通风

回到临时安置点的李梁不得不接受现实，现在
急需做的事情是要处理淹死的鸡。作为老养殖户，
李梁对这方面的防疫意识也很强。如果处理不及
时不得当，腐烂的尸体发臭容易引起病原扩散，还
会影响再生产。李梁给吕文生打了一个电话，告诉
他鸡舍的状况，表示需要得到镇里的帮助处理

尸体。
洪涝灾害后，重大动物疫病和炭疽等人畜共患

病发生和传播风险增大。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洪涝
灾区动物防疫技术指南（2023 年版）》指出，蓄滞洪
区要根据当地受灾和畜禽分布情况，及时采取多种
作业手段，打捞收集死亡畜禽；按照“四不准、一处
理”要求，严格做好死亡畜禽收集、运输和无害化处
理；根据不同环境，科学使用消毒药品，全面开展环
境消毒，有效控制媒介生物。

除此之外，其他区域要针对畜禽养殖、屠宰加
工、交易和无害化处理等重点场所，强化预防性消
毒；同时，要做好动物疫情监测，结合实际开展紧急
免疫，加强畜禽饲养管理，降低动物疫情风险。

灾情发生后，吕文生向养殖户千叮咛万嘱咐，
不能将淹死的鸡或猪出售，也不能将它们扔到河
里，处理消杀一定要联系相关专业人员。

8 月 6 日上午，李梁看到洪水逐渐退去，估摸着
车能开进村里。他联系了吕文生，可以进行死亡畜
禽尸体的收集和无害化处理。“这次的水来得快，退
得也快。天一热，死鸡必须马上处理。”李梁将无害
化处理车带到村里，因为有些地方还有积水，工作
人员只能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从李梁家将肉鸡一
袋一袋搬出来，再装进车里运走。

看着拖走的一车鸡，李梁心里也不好受，“养了
这么多年鸡，怎么会没有感情呢？”

“李梁家处理起来没有那么复杂，其中一个原
因是他将门锁得牢牢的，淹死的鸡不会漂出来。”那
几日，另一家养鸡户的情况让吕文生焦头烂额。“他
们家鸡舍不远处有一个小沟，水从稻田的方向漫过
来，直接冲开了鸡舍大门，淹死的鸡也随着大水漂

到河沟里。”吕文生赶快协调当地村民组建打捞队，
又找来一台钩机把漂浮的畜禽尸体打捞起来，忙了
差不多有一个下午。

打捞收集死亡畜禽，做好死亡畜禽无害化处
理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才是关键。按照动物防疫
技术指南要求，要对受淹和过水地带畜禽养殖场
所 做 好 环 境 清 洁 ，全 面 彻 底 消 毒 ，防 止 病 原 传
播。“有些地方要等场内积水排出，清理完淤泥、
粪便、过水饲料等后，晾干再消毒。”吕文生和消
杀队的工作人员对鸡舍进行基础性消毒后，后续
工作如连续消杀、熏蒸、通风等需要养殖户配合
一起开展，“镇里的专业人员也就三个人，还要统
计受灾情况，真是忙不过来。”

见到沈明时，他在李梁家的鸡舍检查消毒情
况。除此之外，他还带着五常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
人员在杜家镇统计受灾情况，表格上密密麻麻的分
类特别仔细。

当沈明找到李梁填报损失时，处理完 6000 多只
鸡的李梁一时都懵了，他只记得这些鸡长到了 4斤，
其他的损失完全想不起来。沈明他们按照市价估
算了一下，受灾金额填上了 13万元。

“我反复提醒他，损失了什么就报给我，要是以
后有防灾减灾救灾资金，他的损失也能减少些。”吕
文生说，前几天李梁又给他打电话，问发电机、搅拌
机被淹了，这算不算损失。

“怎么不算，都得先记上。”
像李梁这样的家庭养殖户基本以半自动运转，

他们需要将玉米和饲料按照一定比例配比，进行搅
拌，然后喂水、喂食。“全自动当然好，我们也没那么
辛苦，但建一个全自动养鸡场不是我们能够承担得

了的。”王丽娜说，人工操作节省下来的成本就是他
们挣钱的地方。

“也没想过会遭受暴雨，也没想过保险，之前
听说只有养猪能上保险，因肉鸡生长期很短，没有
针对肉鸡的保险。鸡都没地方补偿，更别说那些
机器了。”

尽管大水退去已经十余天，鸡舍外一人高的水
位线仍然清晰可见，鸡舍内的地面和隔拦网摸起来
还带有一些潮湿感，仍不具备生产条件。李梁在鸡
舍空地搭建了一个简易烘干设备：用灯泡烤着烘干
机、搅拌机等大大小小机器的核心零件。

这是修机器的人告诉李梁的方法，他想着能修
好一台是一台，将就用着。

转移

距离李梁家 60 公里外的蛋鸡养殖户范永强要
幸运些。范永强不是第一次应对暴雨，他们家的鸡
舍也不是第一次被淹。上一次是 2019 年 7 月，大雨
连下 10 多天，损失 1000 多只蛋鸡。范永强家在拉
林满族镇，因其地势低，遇到连续强降雨时容易出
现内涝。

“养殖业是拉林镇的一个特色产业，这里是黑
龙江蛋鸡养殖的主要集散地。”沈明回忆，拉林最早
养殖蛋鸡号称能有百万只，现在数量减少，规模化
养殖逐渐取代传统的家庭养殖，产业从拉林转移，
但这里仍是较大的鸡蛋供货地。

拉林镇的蛋鸡通过位于镇西边哈尔滨市双城
区的新胜蛋禽批发市场发往全国各地，又通过拉林
镇镇北种鸡场购买鸡苗，完成从雏鸡到鸡蛋到淘汰

鸡的交易。
范永强他们家是交易环中的一户。在卖掉上

一批淘汰鸡购入雏鸡后，范永强家存栏近 1 万只蛋
鸡，其中一部分已经开始产蛋。他和妻子李大红还
经营着一家小卖部，家里十几亩地种着玉米，作为
鸡的饲料混合使用。

8 月 2 日，范永强看到暴雨下了一天，心中便不
安：会不会像上一次那样。他必须提前做好准备，
将蛋鸡、饲料转移到安全地带。

在暴雨到来之前，当地镇政府就对村民发出预
警，告知大家及时撤离。但范永强舍不得养殖场内
的蛋鸡，迟迟不肯离开。“他们家是村里的养殖大
户，也是关注的重点。”村畜牧防疫员范永兴一早就
到范永强家帮助转移。

范永强家的鸡舍有四层，每层间距 50 厘米。因
为有被淹过的经历，他估计着把贴地面的第一层蛋
鸡转移就行。没曾想雨越来越大，当他们将第一层
1000 只蛋鸡从鸡舍转移到雏鸡舍高处的时候，水逐
渐没过范永强的腰，基本无法行走。大家赶紧对第
二层的鸡进行抢救。

“也顾不上了，拎着翅膀就往雏鸡舍里扔，有
的直接扔进顺手找来的装饲料的袋子，或者三五
只 挤 在 小 笼 子 里 。”李 大 红 说 ，受 伤 总 比 淹 死
要好。

就这样忙到晚上，大部分的蛋鸡算是保住了。
“饲料也通过救生艇运到安全地区，还有鸡蛋也运
出去了。等到水退去，他们又帮着将雏鸡舍的鸡往
回挪。”李大红告诉记者，雏鸡舍只是临时安置点。

范永强统计了一下损失，被淹死的鸡有 2000 多
只，应激反应又死亡了 500只。“大水一来，村里断电
断水，首先是保障人的安全。但是电断了，鸡舍没
办法通风，应激而死的鸡大部分是被闷死的。”

范永强希望能给养殖户一些补助以恢复生
产。“蛋鸡养殖周期太长，一年半的时间，不像养猪
4-5 个月。”他也没听说过养鸡还能购买保险，特别
是蛋鸡养殖。

最近鸡蛋价格上涨，迎来需求高峰。但范永强
忙着对鸡舍消杀，幸存下来的蛋鸡也要有一段时间
才能恢复产蛋高峰期。这一波鸡蛋行情，他怕是赶
不上了。

长期目标

这一批鸡还剩下 7500 多只。“要对存活的鸡负
责。”范永强说，处理完淹死的鸡后，镇政府协调动
物防疫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前来，帮助他对鸡舍中
的淤泥进行清理，指导和帮助他对鸡舍定期进行
消杀。

孟连军是五常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
究员，“范永强家需要消杀的流程更为复杂，除了死
亡畜禽的无害化处理和养殖场环境消毒，对于存活
的鸡，我们采集了血清样本和环境样本各 10 份，拿
回去对其抗体进行检测。”

检测的目的是检测存活下来的鸡是否有抗病
能力。如果抗体高于发病阈值即可判定鸡群内有
发病鸡只或鸡群发病。好在测定的结果是合格的。

孟连军还不放心饲料，走到仓库里摸了摸，又
闻了闻，有些霉变程度可以通过肉眼观察。“虽然饲
料被转移到安全地带，但在潮湿环境下，饲料容易
变质。灾后一定要检测饲料品质，确保质量安全方
可饲喂给鸡群。”

李大红担心的是存活下来的鸡产蛋率问题。
孟连军解释说，按照蛋鸡饲养规律，从雏鸡到淘汰
鸡，整个周期是 500 多天。饲养的蛋鸡从 21 周左右
开始产蛋，在 50 周龄达到盛产期，也就是这个时间
前后鸡蛋质量是最好的，产量也最高。

根据产蛋周期和数量，蛋鸡生产形成了一个比
较稳定的曲线，产蛋率从 5%成倍增长，一直到 90%
以上，进入高峰期，持续一段时间再下降，直到产蛋
率为 65%左右进行淘汰。

李大红家活下来的蛋鸡里，原本已有 3000 多只
鸡产蛋率在 90%以上，剩下的 4000 多只还没有开始
产蛋。“折腾一次，产蛋高峰期被中断，也不知道它
们还能不能够着顶峰，持续时间也不知道。更担心
的是那几千只鸡是否还能顺利产蛋？”

过去的一周，李大红给鸡进行了大补，改善饲
养管理。她在饮水中加了保肝、护肾的原料，在饲
料中添加多种维生素，补充蛋白质来恢复产蛋性
能，期待达到正常水平。

但李大红对那些在转移中受伤、落有残疾的鸡
不抱希望，“往年蛋鸡养到 500 多天再成为淘汰鸡卖
掉，今年这一批可能在 400 多天的时候就要卖，得赶
快准备下一轮生产。”

这是李大红他们家第二次遭受内涝，小农户经
不起折腾，看着这些年反复无常的天气变化，李大
红想着将鸡舍推掉重建。

“把地基抬高一米，和这间雏鸡舍一样高。”她
用胳膊比划着，这样就不怕被淹。

“别想了，得花多少钱啊。”范永强并不认同。
“长期目标呗。”
记者离开的时候，范永强的养鸡场恢复了正常

运转，转移回鸡舍的蛋鸡也开始陆续下蛋。生产还
在继续，生活也还在继续。

①①

①①收集死亡畜禽。
②场所②场所消杀。
③鸡舍③鸡舍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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