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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的‘马王’养
了十多匹马，找他租马的
人还挺多的。”在秀屿区笏
石镇来垞村，村支部书记
许益民告诉记者，村里的
林志敏就是远近闻名的养
马户，想要租他的马还得
预约。

3 月 18 日中午，林志
敏正骑着三轮摩托车，带着
他的马队从仙游盖尾回到
村里。林志敏说，他养马有
30多年了。他目前养有 10
匹马，在疫情防控政策调
整之后，对马的需求量突然

大增，可以说供不应求。一
是元宵出游活动需要大量
的马匹，他家的马去过福
清、长乐等地，平均一天一
匹马的收入就有上千元，今
年元宵他就赚了数十万元，
把这三年欠的钱全部还清
了。

平时租马的人也挺
多，比如在一些乡镇里，
小伙子光荣入伍，常常会
举行骑马的仪式。而在
嫁娶仪式中，也有新郎骑
着白马去接新娘。此外，
一些公园、旅游景区也会

来租马。
记者在林志敏的马厩

楼上看到，他为马置办的行
当就有数十万元，比如马鞍
最贵的一副就要 4000 多
元。

林志敏说，养马开销
很大，一年一匹马至少要
花3万多元，而且能吃到草
的地方都非常遥远偏僻，
吃草的代价很高。

他希望农业等有关部
门能为他们这些养马户提
供防疫知识，为马治病，同
时能提供用马的信息，在
有条件的地方发展畜牧
业，如开办马场，集中养
马，并给养马户适当的补
贴。

记者从莆田农业部门
了解到，目前莆田的马多
为晋江马，本地马早已绝
迹，加上环境、政策等的变
化，大力发展养马业已是
很难，对养马户多是鼓励，
并力所能及地解决他们的
需求以及困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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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唐朝的那个
春天，诗人孟郊考中进士后，写下了《登科后》这首诗。
策马奔驰于春花烂漫的长安道上，诗人心花怒放的得
意之情，被抒发得酣畅淋漓。

那么，人类何时开始骑马的？据新华社近日报道，多
国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日前发表论文称，他们从大约5000
年前的人类骨骼遗骸中，发现迄今已知最早的骑马证据。

一说到马，不少人觉得，马是属于北方的。其实，
在福建莆田也曾有过自己的地方马种，叫“洲屿马”。
莆田养马的历史悠久，养马的数量曾是全省最多的，但
现在莆田的马屈指可数。养马究竟香不香？如今这些
马如何使用？一年养马需要多少钱？海都记者近日走
访了莆田几名养马专业户，了解他们的酸甜苦辣。

时间再度回到唐朝。
唐贞元十三年（797年），观
察使柳冕从陕西引进了“洲
屿马”，并在莆田小屿设牧
监进行饲养。“洲屿马”体形
优美健壮，适应性强，繁殖
率高，属于乘、挽兼用马种。

“洲屿马”在忠门、秀
屿、笏石、灵川等地均有悠
久的饲养历史。据《莆田市
交通志》记录，古代莆田地
区陆路交通，除驿道外，多

为羊肠小路，当时官设驿
站、馆、铺均配备马匹用于
交通运输。在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莆田还组建有商业
车马队，但随着机动车运输
发展，如今马运日渐衰落。

目前莆田的马多为“晋
江马”，本地马早已绝迹，养
马的人也越来越少，所养的
马主要用于一些活动出租，
没有出租的时候，马也会下
田干农活。

3月18日，记者来到秀
屿区笏石镇松林村，徐金椿
夫妇正从家里搬出犁田的农
具，接着又从马厩里牵出他
们家的白马，准备去耕田。

徐金椿家的马高约1.5
米，身长约2米，通身雪白，
英姿飒爽。一路上，它很温
顺，知道自己要去干农活
了，不用主人牵着，也懂得
穿过村里的房子，穿过溪边
的小路，来到田里。

套上犁具后，主人轻声
吆喝，它就开始在地里劳作
起来，土翻了个遍，又松又
细。“马儿犁田速度一点不
比耕牛差，50米长的田地，
一两分钟就能犁一趟。”徐

金椿告诉记者，马的力气其
实比牛大，只要喂得饱，一
整天都可以干活，翻的土沟
又非常笔直。他们种地瓜、
种菜等，经常用马。

徐金椿说，他十多年前
断断续续地养过马，主要是
他一家人都喜欢马，每年春
节、元宵或者村民家举办喜
庆活动等，都会从他这里租
马。现在养的这匹马，是
2015 年左右从晋江购买
的，花了一万五千多元。

“以前我们和周边的
村，养马户是很多的。”徐金
椿说，现在养马的人越来越
少，马匹数量也少，主要是
养马的用途不多了，最繁忙

的时候就是莆田元宵期间，
很多活动会租马出游，一天
可以赚1000多元。元宵过
后，马就只能下田干农活
了。

松林村的范风杨也是
一位养马专业户，他说，他
养有三匹马，养马很辛苦，
马的食量很大，除了吃幼
草，还吃花生藤、麦皮等，一
天得喂五六次，特别是晚
上，都说“马无夜草不肥”，
晚上的投喂也很重要。

养马户最怕的还是马
生病，现在马数量少，能给
马看病的兽医很少，他养的
马因为没及时就医，死了好
几匹，损失了数万元。

租马生意虽火爆，村里的“马王”也有烦恼

元宵出游结束了，马儿得下地耕田了
唐朝时莆田就有地方马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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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风杨给马儿梳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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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活累了，歇会吃点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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