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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后李欣蕾的“生日礼物”：去山区支教
文·摄影/本报记者 解裕涛

24岁的李欣蕾身高
1.76米，和同龄人相比她显
得很从容。18岁时，她送给
自己一份生日礼物———献
血证；上了大学后又送给
自己一份礼物———当支教
老师。95后姑娘李欣蕾以
自己的方式追求生活，现
在她已经献血14次，进入
山区支教4次，五一她又要
出发了。她说，献血和支教
已经成为她生活的一部
分。最近，她又开始着手准
备自己的骨髓入中华骨髓
库的工作。4月19日，记者
走进李欣蕾工作的单位，
见到这位阳光女孩。

李欣蕾有个从小长到
大的闺蜜沙沙，11岁那年
沙沙得了白血病，她目睹
了沙沙父母为孩子治病四
处借钱求医的场景，她除
了难过，无能为力。她不懂
得白血病的起因与结果，
只知道沙沙的父母为了配
型骨髓到处奔波，终于有

人和沙沙配型成功，沙沙
得救了。

沙沙的病与愈触动了

她的幼小心灵，“看到沙沙
手术成功，看到她们一家
三口的幸福，我在那时深
深地体会到，一个陌生人
的付出可以改变一个家
庭。”李欣蕾说。2013年9月
9日是李欣蕾18岁生日，这
一天，她没有和同学一起
庆祝，而是悄悄走进包百
大楼门前的血站，献出400

毫升的血液。献血证是她
送给自己的成人礼物。

半年后，她第二次献

血，又是400毫升血液。血
站留下了她的电话号码，
一有缺少血小板的病人，
便打电话给她，她毫不犹
豫地飞奔捐献。“头两次献
的是全血，后来都是血小
板，血站的医护人员有我
的联系方式，需要时就给
我打电话。”李欣蕾说。在
包头，李欣蕾就有14次的

献血24个治疗量记录。她
在沈阳上大学期间还在沈
阳献过血。

李欣蕾的专业是食品
营养学，现在在包头一家
国医馆做营养师。“当时选
择这个专业就是觉得未来
健康是人们关注和在意的。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吃什么
都不愁，都琢磨着怎么吃健
康，我认为这个专业是朝阳
产业，所以选择这个专业。
现在做了支教，才考虑转专
业，今年考了教师资格证，
成绩还没有下来，不知道考
上没有。”李欣蕾说。

和许多95后的女孩子
一样，李欣蕾也很时尚，她会
化着精致的妆容逛街，会弹
着吉他唱《平凡之路》……
但是，她很少去饭店里聚
餐，也不去泡夜店，更不会
购买奢侈品、口红之类。

“我在普通家庭长大，母亲
是教师，父亲是包钢的职
工，我对奢侈品没有喜爱

不喜爱的感觉，有时看到
朋友背着那样的包包，心
也会动一下，但既不失落，
也不羡慕，尤其是现在，隔
段时间就要去支教，要给
孩子们带礼物，我工作了，
不能再伸手向父母要钱，
只能节省开支去完成孩子
的心愿，责任在身。”李欣
蕾说到责任时语气坚定。

李欣蕾大学四年级实
习时开始做支教。起初，她和
学姐一起。毕业后，她找到中
国滇西北支教团，认识了支
教团杨团长，通过面试与考
试，她顺利加入到支教团。

第一次进入云南省山
区里支教，支教地点海拔
高、环境差。即便她已经做
了最坏的设想，但是到达
宁蒗县的山区，她还是没
有忍住泪水。“每个孩子头
上都有虱子，手都有冻疮，
这两样我从出生就没见过。
第二次去时我带了200个护
手霜，给他们一个个擦拭，

一边抹一边流泪。我从来没
有看到过被冻坏的手，在这
里却没有看到一双完好的
手。”李欣蕾回忆到孩子的
手时落下了眼泪。

为了支教工作，她没
有考公务员，没有去一些
热门单位。“去单位应聘时
我都会提出条件，可以天
天加班，可以工作比别人
多，但是必须要定期给我
一周到两周的假期做支
教，现在这个单位不错，老
总姓曹，他也很爱公益事
业，不但给我假期，还发动
100多个员工捐款给孩子
们买学习、体育用品。”

记者问她未来会有什
么打算，她说：“未来让更多
的人了解支教，走进支教的
队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希
望内蒙古更多的大学生或者
老师加入到支教团队。”

她用了鲁迅的一句话总
结自己的大爱：“无穷的远方
和无数的人都与我有关。”

伊利：推广饲料本地化种植为合作牧场降本增效
文/本报记者 郑慧英

工作中的李欣蕾

5月初，在青岛市平度
市南村镇蔡家莘庄村南，
青岛绿草源牧场种植的大
片小麦长势喜人，再过一
段时间就能收割了。小麦
不仅可以加工成美食，也
可以作为粗饲料来喂养奶
牛。作为中国乳业龙头企
业，伊利集团高度重视奶
源建设，持续对合作牧场
进行帮扶指导，在确保原
奶优质安全的同时，大力
推广粗饲料本地化种植，
用来代替一部分价格昂贵
的进口饲料，为合作牧场
降本增效。

一年省下100多万

“以前牧场的粗饲料
全靠进口，而且价格非常
高，自从伊利指导我们种
植粗饲料后，我们牧场就
开始尝试饲喂自己种植的
饲料，没想到每公斤牛奶
所需的饲料成本从以前的
2.2元降到了现在的1.9元，
仅饲料成本一项一年就能
省下100多万元。”4月16
日，谈到饲料本地化种植，
青岛绿草源牧场的厂长高
冠俊竖起了大拇指。

青岛绿草源牧场筹建

于2010年，目前奶牛存栏
达800余头，产奶牛400余
头，日产鲜奶超过14吨，为
平度市最大的奶牛养殖基
地，也是集种植、养殖、育
种、产奶为一体的大型荷
斯坦奶牛养殖示范基地。
至今，该牧场已经与伊利
合作8年。

高 冠 俊 告 诉 记 者 ，
2017年该牧场开始推行粗
饲料本地化种植，种植小
麦、玉米、花生等共计1600
多亩。一开始，牧场尝试自
己种植粗饲料时还是有些
顾虑的，该种什么品种、如
何种植、什么时间收割、如
何晾晒等都是摆在眼前的
实际困难。不过，伊利集团
会全程指导解决这些难题，
提供相关培训课程，并派专
家到田间地头指导。经过两
年探索，该牧场已经完全掌
握了粗饲料种植流程。

坐落于青岛市即墨普
东镇西孙唐庄村西的青岛
佳顺养殖有限公司始建于
2006年，现存栏荷斯坦奶
牛650余头，产奶牛340余
头。同样，该牧场也在伊利
的帮助下种植粗饲料，种
植规模也由原来的400亩
扩大到现在的2600多亩。

而自己种植粗饲料也确实
让该牧场尝到了甜头，一
年仅饲料成本也能省下
150多万元。

替代60%~70%的进口

饲料

“现在自己种植粗饲料
后，可以替代60%~70%的进
口饲料，而饲料成本又占到
牧场运营的70%~80%，因此
粗饲料本地化种植给牧场
带来的收益非常可观。”青
岛绿草源牧场的场长高冠
俊说，按照牧场现在的规
模，一年需要本地种植的
饲料为6000吨，由于牧场
的土地资源有限，自己种
植饲料不能满足现有的需
求，因此牧场还与周边的
农民签订了种植合同，统
一种植、统一收割，这样不
仅满足了牧场的日常需
求，为牧场降低饲料成本，
还能帮助农民增收，一举
多得。

“和伊利合作以前，我
们的牧场没有统一管理，
也不是正规养殖，想怎么
喂就怎么喂，不仅浪费成
本，牛奶产量还低，加上以
前全靠进口饲料，成本又

高，所以收益并不理想。自
从2012年与伊利合作以
来，牧场在伊利的指导下
才逐步走上了正规化。近
几年粗饲料本地化种植过
程中，伊利又给予了技术
和资金帮助，如今牧场自
己种植的2600多亩粗饲料
基本可以满足需求，替代
了60%以上的进口饲料。”
青岛佳顺养殖有限公司老
板孙道金对伊利推广的饲
料本地化种植项目赞不绝
口。他告诉记者，自从自己
种植的粗饲料替代了一部
分进口饲料后，每公斤牛
奶所需的饲料成本价格也
从以前的2.2~2.3元降到了
现在的1.8~2元，成本降低
了。

严格检测

一直以来，伊利秉承
“视品质如生命”的最高准
则，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
工匠精神，并贯穿在产品
生产运营的每一环节，以
100% 用 心 、100% 安 全 、
100%健康的最高标准践行

“伊利即品质”的企业信
条。作为伊利品质的保障，
1000多项检验检测涵盖所

有原料奶、原辅材料、设备
等，令众多国际顶级供应
商惊叹。

“我们现在所制作的
粗饲料，在使用之前都要
送到伊利专门的化验室进
行严格检测，然后给我们
出一个具体的数值，包括
淀粉、干物质等十几项内
容，最后伊利的专家会给
我们制定合理的配方，保
证营养均衡。”让青岛绿草
源牧场的厂长高冠俊欣喜
的是，奶牛吃了本地种植
的粗饲料牛体更健康，而
且牛奶的品质也非常好。

高冠俊告诉记者，按照
伊利制定的标准流程进行
管理，以及饲喂本地饲料
后，单产从2017年的30公斤
提高到现在的37.5公斤。

对此，青岛佳顺养殖
有限公司老板孙道金也深
有体会，他说，使用本地粗
饲料后，牛奶品质更好了，
奶牛单产也提高到现在的
36.5公斤，牧场收益更高
了。

开发推广36种本地化

饲料

“厚度优于速度、行业

繁荣胜于个体辉煌、社会
价值大于商业财富”，作为
亚洲乳业第一，伊利在发
展过程中，始终帮助、带动
产业链合作伙伴共同成
长，实现互利共赢。

据伊利集团相关业务
负责人介绍，目前，山东区
域内种植的本地饲料品种
有5种，为花生秧、地瓜秧、
小麦秸秆、玉米秸秆、稻
草，分别种植在临沂、菏
泽、潍坊、烟台、青岛、淄
博、泰安、滨州等地，这些
本地饲料替代了大部分苜
蓿、燕麦草等进口饲料。

据了解，近年来伊利
开发并推广了36种本土粗
饲料，极大地丰富了牧场
饲料原料种类，降低了合
作牧场的饲养成本。针对
合作伙伴在种植和养殖上
普遍存在的资金短缺情
况，伊利还开展了优质青
贮补贴专项行动；为了满
足广大合作牧场对青贮原
料的大量需求，伊利还通
过与青贮玉米种植农户签
订青贮玉米订单，每年带
动260多万亩青贮玉米的
种植和销售，每亩净利润
600元，全年增加农户青贮
玉米收益约16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