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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孵化工正在挑

选合格种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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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 南昌苗旺实业

有限公司种鸭养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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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宣城大麻鸭 7000 羽可以发货”

“河南许昌花边鸭 3000 羽可以发货”⋯⋯

清晨 5 点多，南昌苗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称“苗旺公司”）的鸭苗集散中心就热闹起

来。一批批刚出栏的鸭苗被送到这里，经

过品种分区、公母分区、接种疫苗等程序

后，装车销往全国各地。“最近每天要发走

40 万羽鸭苗。”集散中心调度员雷小勇告

诉记者。

作 为 农 业 产 业 化 国 家 重 点 龙 头 企

业，苗旺公司主营的花边鸭苗、麻鸭苗畅

销 20 多个省份，2021 年鸭苗销量达 1.2 亿

羽 ，销 售 收 入 2.38 亿 元 。“ 在 科 技 的 助 力

下，我们利用现代化的养殖方式，持续完

善产业链，逐步形成绿色、高效、规模化

的 养 殖 格 局 。”苗 旺 公 司 总 经 理 黄 志

勇说。

叫响鸭苗品牌

苗旺公司位于南昌市南昌县冈上镇。

这里是赣江、抚河交汇处，气候温和、雨量

充沛，溪沟纵横、水草繁茂，是远近闻名的

“鹅鸭之乡”。

冈上镇的花边鸭食量小、生长速度

快，品种有优势，却一直没有打响品牌。

如何让冈上鸭苗走向全国？“我们应加快

产业转型升级，提高鸭苗孵化技术，建设

种鸭养殖基地，推行标准化、规模化养

殖。”黄志勇说，他 2012 年创立苗旺公

司，致力于打造集种鸭繁育、养殖、孵

化、加工、销售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农业

企业。

鸭产业要发展，鸭苗是关键。为了提

高鸭苗品质，苗旺公司建设了现代标准化

厂房，引进国内先进的孵化设备并创新孵

化技术，提高了出壳率和成活率。

走进苗旺公司现代标准化孵化车间，

数十台全自动现代化禽苗孵化机映入记者

眼帘。通过机器屏幕上显示的温度，可以

看出鸭蛋所处的孵化阶段。

在一台孵化机前，孵化工蓝冬生两口

子正麻利地把一枚枚新鲜鸭蛋装进机器

里。“接下来要对每一枚鸭蛋进行照蛋检

查、洒水，28 天后就能孵出鸭苗了。”蓝冬

生告诉记者，他们夫妇有 20 多年的鸭苗孵

化经验，在苗旺公司负责管理整个车间的

34 台孵化机。“我俩 1 个月要装 60 多万枚

蛋，能孵出 50 多万羽鸭苗。”

目前，苗旺公司已建设 3 万平方米的

标准化孵化厂房，装备近 1000 台全自动禽

苗孵化设备，年孵化鸭苗 1.2 亿羽。公司还

实行定制化生产模式，根据不同地区客户

对鸭苗品种的不同偏好培育鸭苗品种；注

重拓展销售渠道，已建立起覆盖广东、安

徽、河北、广西、江苏等 20 多个省份的销售

网络。

得益于优良的品质、个性化定制生产

和完善的销售网络等，苗旺公司的鸭苗市

场占有率不断扩大，竞争力不断增强。目

前，公司打造了“冈上花边”“赣苗旺”等

8 个商标。

提升养殖技能

“随着鸭苗繁育数量增多，养殖规模扩

大，传统人工繁育经验不够用，必须依靠科

技支撑，实现科学养殖。”黄志勇告诉记者，

为进一步提高种鸭养殖水平，公司派员工

到 江 西 农 业 大 学 等 高 校 进 行 技 能 培 训 。

2019 年，苗旺公司还与江西省农科院畜牧

兽医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引进省农科院

的先进技术，对养殖区的环保状况、种鸭疾

病预防等进行改良提升。

“公司之前的免疫程序，没有根据地区

水禽疫病流行情况及时调整优化，且存在

免疫次数不达标、未及时开展抗体检测等

问题，导致养殖基地出现鸭瘟、黄病毒等疫

病。”谭佳是江西省农科院派驻在苗旺公司

的科技特派员。刚来不久，他便发现苗旺

公司种鸭养殖防疫环节存在的问题。

谭佳利用省农科院技术资源，对苗旺

公司鸭苗的几种重要疫病定期进行抗体监

测，根据结果有针对性地调整免疫程序。

他还专门为苗旺公司编写了一套《产蛋期

种鸭饲养技术操作规范》，提高了苗旺公司

的养殖技能。

“我们还采用绿色循环小水系种鸭生

态养殖技术，按照 2∶2∶1 的面积比例，规范

建设鸭舍、运动场、戏水区，并配套养殖粪

污处理设备。”苗旺公司生产部部长雷旭

说，受益于科学养殖，2021 年，公司生产管

理成本缩减 0.5 元/羽、死淘率降低 5%、发

病率降低 18%。

今年以来，苗旺公司鸭群健康状况进

一步提升，产蛋率上升 5.5%、蛋料比降低

5.3%、出 苗 率 上 升 4.5%。 黄 志 勇 说 ：“ 目

前，我们公司年存栏 20 万羽种鸭，按每羽

种鸭年产苗可增加 20 羽计算，年产值可增

加 800 万元以上。”

打造产业基地

苗旺公司的种鸭养殖基地坐落在冈上

镇安仁村的青山绿水间。成群的麻鸭、花

边鸭或在水中游弋，或在荫下纳凉，或在槽

中进食，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今年 60 岁的谌寿生是附近的村民。

两年前，他成为苗旺公司的签约养殖户，公

司在种鸭养殖基地给他划拨了 200 平方米

鸭舍，还给他送来 7000 羽鸭苗让他代养。

“鸭苗和饲料都是公司先垫资购买。

等鸭子长到 120 天，公司会统一回收，扣除

成本后，一年能赚七八万元，比以前挣得多

多了。”谌寿生对记者说，养殖过程中喂料、

消毒、防疫等工序，公司都指导得明明白

白，万一鸭子生病了，兽医还会免费上门诊

疗，我们整个养殖过程没有后顾之忧。

黄志勇介绍，在政府的帮助下，苗旺

公司牵头成立了水禽养殖专业合作社、鸭

苗孵化养殖行业协会，并组建了苗旺鸭苗

产业化联合体。通过“公司+协会+合作

社+基地+农户”发展方式，采用“保底+

分红”订单机制，为养殖户提供鸭苗供

应、饲料供应、防疫用药、技术指导、保

价回收等服务。

2021 年，苗旺公司辐射带动周边合作

社 8 家、家庭农场 960 家、养殖孵化专业协

会 2 家、养殖户 4739 户。黄志勇说：“未来

2 年到 3 年，我们计划培育市级示范家庭农

场 5 家、市级龙头企业 3 家、省级龙头企业

2 家。推进水禽产业的发展，使种鸭年饲

养量达 100 万羽，鸭产业产值达 10 亿元，发

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乡村产业振兴中

的引领作用。”

“水禽产业市场空间广阔，我们要抓紧

时机转型升级。”黄志勇表示，苗旺公司还

将提升水禽全产业链，预计投资 5 亿元建

设禽苗孵化基地、禽苗集散中心、育种

中心、屠宰加工基地等现代农业项目，

打造现代化水禽产业基地，助力企业

健康发展。

社会责任，已是诸多互联网

平台企业 2022 年一季度财报中

重点提及的字眼。因为互联网

强监管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平台企业选择将平

台的基本价值、发展方向与承担

社 会 功 能 、实 现 社 会 价 值 结 合

起来。

近年来，平台企业在我国快

速发展，有利于提高全社会资源

配置效率，推动技术和产业变革

朝着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方

向加速演进，有助于贯通国民经

济循环各环节，提高国家治理的

智能化、全域化、个性化、精细化

水平。

不 过 ，在 一 路 狂 奔 的 过 程

中，平台企业也走了一些弯路。

随着市场集中度不断提升，一些

平台企业忘记了创业初心，抛弃

了社会责任，把平台经济演化为

“垄断经济”，逼迫平台商家“二

选一”、利用大数据杀熟等侵害

消费者权益的种种不良行为带

来了巨大危害和恶劣影响。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印发扎

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

通知》提出，要“促进平台经济规

范健康发展”，出台支持平台经

济 规 范 健 康 发 展 的 具 体 措 施 。

充分发挥平台经济的稳就业作

用，稳定平台企业及其共生中小

微企业的发展预期，以平台企业

发展带动中小微企业纾困。

事实上，在 3 月 16 日举行的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专

题会议后，平台企业的新角色已

经有了说法。既要规范，又要健

康发展，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平台经济是提高全社会

资源配置效率、贯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推动力量。平

台企业在做好经营的同时，也应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今年以来，平台企业在疫情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表

现出较强的社会责任感。新浪微博先后发起“同心抗疫

计划”和“抗疫守护计划”，完善抗疫救助体系，发挥社交

平台的社会价值。美团、叮咚买菜、饿了么、京东等即时

配送平台和电商平台贡献保供力量。在关键时期，这些

互联网平台作为信息基础设施的价值进一步凸显。

平台企业一头连着产业，一头连着广大用户，在经济

社会发展中扮演着中枢角色，其长期发展与企业责任和

社会价值密不可分。如果平台企业能把商业发展植根于

社会需求，将会获得持续发展的能力。

湖北昌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称“昌耀新材”） 国内首条磷石膏制

备 轻 骨 料 生 产 线 正 在 开 足 马 力 生 产 。

“磷石膏轻骨料混凝土产品订单已经排

到 11 月份。”昌耀新材研发部主任吕伟

说，今年 5 月份以来，产品订单增长明

显，表明市场对磷石膏道路基层材料的

认可。

昌 耀 新 材 位 于 湖 北 省 宜 昌 市 夷 陵

区，这里磷矿资源储量丰富。磷石膏是

湿 法 磷 酸 工 艺 中 产 生 的 酸 性 固 体 废 弃

物。通常每制取 1 吨磷酸会产生约 5 吨磷

石膏，宜昌磷化工企业每年产生磷石膏

超千万吨，大量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和无

害化处置是一道难题，成为制约化工企

业发展的瓶颈。

近年来，以昌耀新材为龙头的磷石

膏综合利用企业成功研发出将磷石膏变

废为宝的新方法。企业新建磷石膏生态

护坡生产线、磷石膏砌块生产线、磷石

膏稳定层拌合站、磷石膏轻骨料生产线

等多条生产线，每年可消耗磷石膏 100 万

吨，实现收益上亿元。

“10 年来，我们做了很多种尝试，最

开始的时候将磷石膏做成胶凝材料，替

代了水泥但利用率不高，在道路基层材

质里占比仅为 3%至 5%。”昌耀新材研究

员胡彪说，通过长期研究和对比实验，

他 们 把 磷 石 膏 做 成 水 硬 性 胶 凝 材 料 之

后 ， 利 用 率 仅 提 高 至 10% ， 效 果 并 不

理想。

如 何 进 一 步 提 高 磷 石 膏 的 利 用

率 ？ 昌 耀 新 材 磷 石 膏 新 材 料 研 发 团 队

转 换 研 发 思 路 ， 决 定 将 磷 石 膏 利 用 到

道 路 基 层 材 料 的 骨 料 中 ， 用 磷 石 膏 替

代 碎 石 、 石 屑 等 建 筑 材 料 。 在 突 破 硬

度 、 密 度 等 一 系 列 关 键 技 术 后 ， 终 于

实 现 了 等 效 替 代 ， 每 立 方 米 混 凝 土 可

“吃掉”1 吨以上 的 磷 石 膏 ， 将 磷 石 膏

利用率提升到 88%。

昌耀新材如何解决磷石膏浸水后产

生的二次污染？为破解这一难题，2018

年起，企业磷石膏新材料研发团队着手

提升磷石膏轻骨料的环保性能。

“我们尝试着往产品里添加辅料，让

有害物质通过化学反应互相消耗掉。实

验的过程很煎熬，我们前后研发了 1 年

多，终于将浸水后的磷石膏产品水质从

四类变成了三类。”谈起产品的环保性

能，吕伟激动地说，凭借锲而不舍的努

力，成功研发出的磷石膏轻骨料，满足

了经济合理性、结构功能性和环保性三

大要求。

近期，随着昌耀新材自主研发的磷

石膏轻骨料生产设备入选 《国家工业资

源 综 合 利 用 先 进 适 用 工 艺 技 术 设 备 目

录》，越来越多的磷石膏综合利用企业找

到昌耀新材寻求合作，复制已有模式，

让磷石膏综合利用最大化。

目前，昌耀新材的产品已运用在宜

昌市灵宝路、点军区五龙支路、五龙一

路等近 50 多条市政道路建设中。根据工

程实际消耗量测算，每铺设一公里标准

一级公路，使用磷石膏近 2 万多吨。

道路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将磷

石膏进行摊铺，此条道路从稳定层、路

沿石、路面砖到人行道的混凝土，均采

用昌耀新材的磷石膏制品。“在高温条件

下，传统的硅酸盐水泥因凝结速度快，

施工十分受限。磷石膏作为缓凝剂，凝

结速度慢，不受温度和天气限制。”施工

方宜昌城大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冯贤

峰说。

“我们的目标就是大规模消耗磷石

膏，走磷石膏综合利用道路。”昌耀新材

董事长吴赤球说，今年公司研发投入近

650 万元，用于提高磷石膏产品的耐水

性、强度和承重性，计划将磷石膏产品

应用于大型建筑、桥墩等。

今年 1 月份至 5 月份，昌耀新材磷石

膏道路基层材料收入超 7300 万元。在企

业的带动下，夷陵区已形成磷石膏综合

利用产业链，每年可消耗磷石膏约 137

万吨。

昌耀新材生产车间的机械

臂在运输磷石膏轻骨料。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