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哞……哞……”在彭阳县古城镇任河村杨生科
家，牛叫声此起彼伏。现代化钢架结构牛舍前后排
开，映入眼帘的是一头头毛色光亮、膘肥体壮的肉牛。

近年来，彭阳县任河村大力鼓励农户发展肉牛
养殖，强劲的产业发展势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
能。如今村里有 200余户肉牛养殖户，全村养殖肉牛
4200余头，从一家一户散养到成立合作社统一养殖，
成了远近闻名的“牛村”。

61岁的杨生科，是任河村产业发展的“尖子生”。
1月 6日，杨生科与儿子忙着清理牛舍，两人配合得
格外熟练。伴随着喂牛的吆喝声，不一会儿，牛群聚
集到食槽旁，享受美味。

2003年，杨生科发挥自己擅长养殖、熟悉市场的
优势，率先在全村进行肉牛养殖。“当时养殖业处于
低谷，大家比较迟疑。我把自家的牛从 5 头增加到
20 头，1 年内家庭收入翻了几番，让村民看到了希
望。”杨生科告诉记者。

在养殖市场冲浪，抱团发展才能抵抗市场风
险。2010年，杨生科牵头成立古城镇任河村兴旺肉
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统一为村民组织饲草采购、疫病
防控以及对外销售，为任河村所有养殖户趟出市
场。2011年，看到在村里养牛也能挣钱，任河村也有了
一波“农民工返乡潮”。杨生科又牵头创立了返乡党员
农民工养殖创业园，让杨从军等 30人入园创业，13年

时间，杨从军成长为养殖近500头牛的养殖大户。
村民马长有夫妻都是残疾人，因为劳动能力较

弱，想养牛而“无门”。2018年，杨生科将自己家的 11
头基础母牛赠予了包括马长有一家在内的 10 户人
家。自此，一年一个牛娃让马长有家盖起了新房，

“有了‘牛银行’，日子美滋滋！”
眼下，任河村肉牛养殖户中 30头以上养牛大户

有 25 户，每年向广州及其周边地区出售千余头肉
牛。去年年底，杨生科家就有 20多头牛被运往广州，
每头的利润近 4000元。“现在大家日子都过好了，明
年我们打算喂养雪花牛，产出高档、新鲜的雪花牛
肉”，谈及未来发展，杨生科满怀希望。

任河村：抱团壮大“牛银行”
本报记者 左鸣远 赵 磊 见习记者 杨嘉琪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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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十几年前种葡萄时拍的照片，那时候
苦得很，周围一片沙海。”新年伊始，冬日的暖阳洒
在黄河岸边，沙坡头区迎水桥镇鸣钟村三队村民
张希科翻出多年珍藏的照片，在自家经营的农家
乐小院里向记者讲述着照片里的故事，“晒”着一
家人的幸福，“这些照片记录着我们的变化，看着
这些照片，感觉现在生活好得很。”

鸣钟村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吊庄移民村。2022
年中卫市沙坡头区迎水桥镇整合鸣钟、鸣沙、沙坡
头三村特色资源，利用独特的自然风光，打造了乡
村旅游田园综合体。鸣钟村利用闲置房屋资源，
重点发展集“精品民宿+特色餐饮+亲子研学”为一

体的生态旅游区。“鸣钟村有三个大队，我们结合
现有资源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产业，优势互补。一
队重点发展文旅产业，二队发展种植业，三队发展
农家乐。”鸣钟村驻村第一书记刘小军介绍道。

最近虽然是农闲时节，但村里的人却不闲。
位于村南侧的萌宠乐园里，刘文栋夫妇正忙着为
羊驼、鸵鸟、骆驼等动物加料喂水。“这都是咱村里
的‘大明星’ ，城里来的娃娃们喜欢得不得了。”

村民张德寿祖辈都在做羊皮筏子，他是家族
里第六代传承人，2022年被评为自治区级非遗传
承人。“一捂，二拔，三钎，四扎，五捆，六灌，七
晒，只有经过严格工序制作的羊皮筏子，才能经

受时间的考验、黄河的考验。”张德寿一边熟练
地扎着羊皮筏子，一边向记者介绍羊皮筏子的
历史。“通过村子发展文化旅游业，越来越多游客
来体验羊皮筏子，再加上儿子搞旅游也需要每年
冬季做一批羊皮筏子，现在一年能挣个十来万。”
张德寿说。

如今的鸣钟村，干净笔直的柏油马路从村中
穿过，道路两旁“扯沫茶饮”“丹家小院”“左庭右院”等
特色农家餐饮和网红餐饮让村子里充满烟火气。
近年来，鸣钟村坚持党建统领，按照旅游富民的发
展战略，现在让家家户户都吃上了“文旅饭”，鸣钟
村也晋升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鸣钟村：村民吃上“文旅饭”
本报记者 李 涛 见习记者 李宏亮 文/图

张希科夫妇在自家经营的农家乐小院里“晒”幸福。

村民刘文栋正在给萌宠乐园里的鸵鸟喂水。

虽然是淡季，但也要认真清扫房间，为游客创造舒适的
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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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生科忙着给肉牛添饲料。

杨生科来到任河村便民服务站，了解近期全国肉牛销售
价格及相关信息。

杨生科父子在整理牛舍。

羊皮筏子制作技艺传承人张德寿展示羊皮筏子的制作
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