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建芳，雏鹰农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一个
从黄土地里走出的地地道
道的新郑人，一个靠养猪在
深交所中小板成功挂牌上
市的农民企业家，一个胸怀

“让国人吃上放心肉”理想
和愿景的畜牧业领军人物，
一位心系百姓、回报社会的
杰出企业家代表，一张鲜明
而闪亮的“新郑名片”，一位
植根故土的“城市脊梁”。

初见，儒雅的气质，带
着亲切的笑意；天蓝色衬
衫，简单搭配黑色西裤；风
度翩翩、步伐矫健……这样
的形象很难将他和养猪事
业联系在一起。夏日的午
后，在侯建芳满溢书香的办
公室里，记者与他对坐叙
谈。

短短一个小时的采访，
他几次强调：“我就是一个
地地道道的农民，就是一个
养猪的，一养就养了20多
年。过去养，现在养，将来
还会继续养。”

看得出，侯建芳的心已
经深深扎根在农村沃土，并
且非常热爱着养猪事业。
而他的内心也有一个强大
的力量在支撑着他一步一
步向前迈进：献给国人一把
破解三农问题的金钥匙。

春秋几易，岁月匆匆。新郑大地各条战线上风流人物辈出，尽显时代光华。他们或运筹帷幄，勇立潮头，成为功绩卓著的企业家；或以严谨的态度，在寂
寞中执著探索，将科技转化为无穷的生产力；或在教育岗位上传道授业，诚铸英才；或以一己之力，感动和温暖着社会……他们用行动诠释着新郑“厚德自
强、传承创新”的城市精神。

时光流转，沧海桑田。当下，中原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郑州都市区建设如火如荼，新郑市广大干群勇于担当谋发展，务实重做求超越，“双融入、
双承接”助推“三化”协调科学发展。通过详解他们的奋斗人生，找寻榜样的昭示，凝聚城市的力量，铸造新辉煌，开拓新未来。

本报今起陆续推出系列人物专版，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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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商行善”，既是企业公民应该承担
的社会责任，更是企业家与商人有别的分
水岭。在河南企业界，侯建芳是当之无愧
的“善者”，不仅善举多多，而且善评如潮。

如果你有1个亿，你会干什么？今年4
月底，侯建芳代表侯氏家族向慈善事业捐
赠 1 亿元，用于帮助涉农专业的贫困大学
生、低收入农户、因突发事件陷入困境的农
民家庭、老区人才培养等。他也成为了一
次性慈善捐赠额度最大的河南人。

经过24年的打拼，侯建芳走在了行业
的前列，但是也深深体会到了农民的不
易。“我是农民，懂他们的辛苦。因为我过
去的一些经历，所以想帮助那些没有钱的
孩子，也想让创业的农户能够像我们发展
得一样好，一样快。”

有些人认为慈善应当是有足够实力后
的选择。侯建芳认为，困难不会等人们有
准备时才到来，危机也总是不期而至。因
此，慈善不能等，爱心不能等。奉献爱心是
企业、个人随时与社会保持良性互动的必
由之路。

因为奉行“慈善不能等，爱心不能等”
的理念，侯建芳通过各种方式开展社会公
益实践，利用雏鹰农牧的资源和优势，让更
多人了解公益事业，参与公益事业，推动整
个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他常说，企业的
职责之一就是推动社会发展。党和人民给
予企业家厚爱，企业家只有多作贡献才能
回报社会。

为了改善周边教学环境和交通条件，
公司累计捐赠60余万元；面对全国数百万
白血病、脑瘫、先天性心脏病、恶性肿瘤等
重大疾病患者对健康的渴望，侯建芳组织
企业向新郑红十字协会捐赠500万元成立
重大疾病救助专项基金；2011 年 11 月 16
日，公司与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合
作成立雏鹰农牧学院，向郑州牧专捐资
300 万元。11 月 22 日，公司根据与河南农
业大学签订的助学金协议发放 2011 年度

“雏鹰助学金”，共有 130 名同学获得助学
金；历年来，雏鹰农牧在抗击洪涝灾害、“非
典”、南方雪灾、汶川大地震和玉树地震中
累计捐款近150万元。

一元钱是爱心，一个亿同样也是爱
心。相对于侯建芳平日的低调，有人曾质
疑他此次大手笔的捐赠是在高调地宣扬自
己。“不管低调、高调，只要做慈善就是好
调。”侯建芳对此的回应是爽朗的大笑。

侯建芳直言，钱在他的账上或许就是
一个符号，如果捐给那些山区的贫困大学
生可能就能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创造
更多的财富。如果捐给那些因病返贫的
人，或许能挽救更多的家庭。侯建芳以及
雏鹰农牧的善款，都用在急需、最需帮助的
人身上。

不是有钱的人才能做慈善，好钢要用
在刀刃上。“打个比方，你看到一个人落到
池里面去，你说等等我花钱雇人去救你，那
就来不及了。应该我们及时去救。有了困
难只是需要你理解，需要你安慰他，就可以
了，问题就解决了。”因此，侯建芳认为慈善
事业真正的理解，是每个人都有善良的心，
每一个人献出一片真诚的心。

省委书记卢展工说，慈善是一种形象，
慈善是一种责任，慈善是一种境界，慈善是
一种风尚。而今，慈善正在成为“风尚”，也
就需要更多的人大显身手，添砖加瓦，更需
要侯建芳这样的行善者。

畜牧业领军人物——侯建芳
本报记者 刘 冬 刘栓阳 文/图

“无论头顶是怎么样的蓝天，我
都将坚韧地对待。”这是英国著名诗
人拜伦的一句名言。是的，坚韧，侯
建芳所追求的品格，这也是生活给
他的启示。

与诸多成功企业家一样，侯建
芳的创业历程同样充满艰辛和坎
坷。只不过，能将一个养猪企业成
功运作上市的传奇背后，侯建芳和
他的团队付出了太多。

侯 建 芳 的 第 一 次 创 业 ，是 养
鸡。作为雏鹰农牧的两大主业之
一，至今公司还保持着 70 多万套种
鸡的饲养量。

1988 年，已经参加两次高考的
侯建芳，老天和他开了个小小的玩
笑，一分之差让他与大学擦肩而
过。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在回家的
路上，他想：啥时能叫家乡变变样？
叫人人都能吃饱饭？

苦难的日子里，一棵思想的新
芽就这样悄然萌动。因为与赤贫相
伴，这一理想显得如此现实；因为情
牵乡亲，这一理想又承载着太多的
悲悯情怀。

为了脱贫，他怀揣 100 元学费，
去郑州牧专当了 23 天的“准大学
生”。学习取经后的侯建芳就五元
十元、东挪西借筹集了 200 元钱，开
始了他的养鸡事业。

1989 年，侯建芳开始涉足养猪
行业。尽管当时只养了十来头猪、
几百只鸡，虽然养得不好，但由于行
情好，当年侯建芳便成了万元户。

首次养鸡成功淘得了第一桶
金。接下来几年，侯建芳一边养鸡
一边养猪，并不断滚动扩大养殖规
模。

与 坚 韧 同 肩 的 ，是 挫 折 与 失
败。疫情对畜牧养殖行业来说，就
像一把随时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
之剑。1995 年，一场疾病一下子把
侯建芳打回到了“新中国成立前”。
不仅前几年赚的钱一下子赔了个底
儿朝天，5000多只蛋鸡死得剩700多
只，同时猪也出问题了。

他遍访专家，而专家们的回答
无一例外都是要空场一年后重新再
来，但这样几乎是宣布了他的破
产。经过一夜未眠的纠结之后，他
决定当一个“不听话的学生”，养
鸡还要坚持下去。接下来的几天
里，侯建芳买来灭火器和消毒液，
用火烧，用消毒液浸泡，所有程序
亲力亲为。在一家人的精心饲养
下，这一批鸡苗不仅没有得上上一
次的怪病，并且成活率和产蛋率出
奇的高。

他的坚持，不但挽救了鸡场，
第二年又迎来了火爆的市场，当年
就把以前赔的都赚回来了并且又赚
了一笔。

市场行情的“过山车”还在继
续，困难却不期而遇。随后，2003年
的非典，2004 年、2005 年的禽流感，
2006年的高热病无不考量着侯建芳
的创业耐力。

2003 年肆虐的非典对养殖业打
击惨重。极度缺钱的侯建芳不得已
租了冷库把公司的产品储存起来。
侯建芳召集员工、农户开动员大会，
表示4个月后才能发工资、给农户结
账，同时声明如果不愿意可以离开
或终止合同，愿意合作的农户将来
公司不会少给一分钱。另外，面对
疫情，侯建芳还果断说服农户，以破

釜沉舟之势对鸡子实行了强制换
羽。

在危难关头，侯建芳所带领的
员工和合作农户没有一个离开。这
让他深为感动也更坚定信念要带领
大家致富。侯建芳总能从危机中看
到崛起的希望，“每次打击之后我们
都能再进一步，每一次打击我们都
会抓住机会，都会有一次跨越式发
展。”

2004 年，侯建芳引进第一批纯
种猪杜洛克和长白，开始规模化养
猪，事业也随之飞速发展，公司从此
上了一个新台阶。

2006年，侯建芳创立的“雏鹰模
式”日趋完善，并逐渐将其发展为标
准化养殖多方共赢的成熟模式，成
为业界争相学习的榜样。

随后几年，借助成熟、多赢的
“雏鹰模式”，雏鹰农牧步入快速稳
健的发展期。2010年5月，侯建芳荣
获“畜牧业领军人物”称号。

2010年9月，雏鹰农牧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成功上市，被业界誉为“中
国 养 猪 第 一 股 ”（ 股 票 代 码 ：
002477）。上市以来，凭借稳健的发
展和良好的业绩，公司股票在二级
市场表现优异，总市值过百亿元人
民币，稳居生猪养殖行业上市公司
第一位。

侯建芳坚信，只有挑战困难才
能是战胜困难的勇者。坎坷曲折的
创业之路，练就了侯建芳绝处逢生
的本领。每一次打击，都被他的坚
韧化为一次跨越式发展的机遇。侯
建芳常说，危机过后机遇就来了。
上市之后的雏鹰农牧显然驶入了一
个发展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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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国人吃上放心肉，是我们的
责任！”这是写在雏鹰农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大门口最醒目的标语。正
是为了这句朴实无华的承诺，这位
农民的命运从此与安全肉紧紧连在
了一起，成就了他的传奇一生。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侯
建芳深知，安全对企业来说意味着
什么，对消费者意味着什么。去年，
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在省市领导面
前，侯建芳坚定地说：雏鹰农牧养的
猪绝对不含瘦肉精。这份自信，不
仅来自于平时对管理的严格要求，
更有赖于企业从源头抓起的“六统
一”管理模式。

没有一条全产业链的支撑，一
旦食品安全出现问题，企业的牌子
砸了不说，一切都将付诸东流。他
想“从源头到下游”每一个环节都

“通吃”，打造一条全产业链。除了
保障公司的稳健发展，最关键的是
能保证食品安全。而在行业内，真
正将养猪环节各个产业链摸清楚想
明白、领悟得如此透彻的企业家确
实少之又少。

如果说，2010 年企业上市是雏
鹰农牧第一次揭开神秘面纱，那么，
从“养猪”到“卖肉”的扩展，则是雏
鹰第二次，也是更彻底地直面社会
大众和终端消费者。

不少人认为企业能发展到上
市，已经算得上成功了。然而，在侯
建芳的眼里，这只是大船远航刚刚

扬起了帆。侯建芳总爱说他是一个
“养猪的”，这回，还要做一个“卖肉
的”。

今年2月，雏鹰农牧为8月份即
将上市的生态猪肉发起“百万重奖，
为猪肉起个名”的活动，引来数万人
应征。

豫西山区 40 万亩荒山上，7 点
钟，起床、早餐；8点钟，到山地、草坡
上散步；9点钟，觅食天然草果，饮用
山涧泉水；12点钟，集体午餐……雏
鹰农牧放养的生态猪享受着优厚的
动物福利。

侯建芳说：“这些猪的品种和一
般猪不一样，是良种黑猪，而且放养
面积必须大，要保证每亩地不超过
三头猪，这些猪吃的是农户种的纯
天然菜、杂草和中草药，生态养殖不
仅仅是养殖面积大，还需要很多条
件和努力。”

生态猪野外放养有利于自然防
疫，有利于提高猪肉的品质，猪的生
长期长达一年，营养也更为丰富。
放养出来的猪，成本要高于养殖场
里圈养的普通猪，肉价自然要比正
常的高出一截。侯建芳解释说，近
几年，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很多
事件已经给企业敲响警钟，“咱们中
国人不是生产不出来好东西，主要
是担心成本高，还有就是健康观念
没有被提到一定高度。”

侯建芳表示，如果要想和实力
强大的企业竞争，公司必须有自己

的生态养殖。不仅仅是养殖面积
大，还需要很多条件和努力，而三门
峡生态猪项目可以充分发挥养殖优
势和继续采用“雏鹰模式”，打造出
公司的拳头产品。

侯建芳介绍，生态养猪就要有
空间,是要真真正正生产看得见、摸
得着、经得起检测调研、而且能吃得
出口感的生态猪肉，这才能有可持
续性。同时，还要保证足够的饲养
时间和周期。目前中国没有一个真
正的全国性的品牌，侯建芳把目光
瞄向了全国，甚至是未来走出国门。

侯建芳说，雏鹰农牧产出的猪
肉必须做到“每一块肉都能实现全
程追溯”。换句话说，雏鹰农牧所卖
的每一块肉，客户在购买时都能查
到它的来历，可以追溯到哪个场、哪
栋舍、哪个饲养员。对消费者来说，
企业保证食品安全，既是企业生存
的底线，也是对消费者最基本生命
权利的捍卫。

如今，雏鹰集团已初步形成了
“粮食收储、饲料生产、种猪繁育、生
猪养殖、屠宰加工、有机肥生产、蔬
菜种植”的全产业链体系。

从最初养鸡发展到以养猪为
主、决定 A 股上市、全产业链、生态
肉战略……不难看出，这些决策是
雏鹰农牧发展的重大转折点，每一
步决策都将雏鹰农牧的发展提升了
一个台阶，指引雏鹰一步步走向辉
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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