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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掖市把肉牛产业作为政府主导产业,积极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全方位筹措资金,培育肉牛

品种,推动产业链发展,肉牛产业发展势态强劲,龙头企业不断壮大,饲草基地形成规模,综合治理

同步推进,发展效应显著。本文对张掖市肉牛产业发展现状、优势及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

出了持续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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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beef
 

cattle
 

industry,
 

as
 

the
 

leading
 

industry
 

of
 

the
 

Zhangye
 

Municipal
 

Government,
 

has
 

actively
 

introduced
 

relevant
 

supporting
 

policies,
 

raised
 

funds
 

in
 

all
 

directions,
 

cultivated
 

beef
 

cattle
 

varieties,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eef
 

cattle
 

industry
 

is
 

strong,
 

the
 

leading
 

enterprises
 

continue
 

to
 

grow,
 

the
 

scale
 

of
 

the
 

forage
 

grass
 

base
 

is
 

formed,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is
 

promoted
 

simultaneously,
 

and
 

the
 

development
 

effect
 

is
 

re-
markable.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dvantages
 

and
 

problems
 

of
 

the
 

beef
 

cattle
 

indus-
try

 

in
 

Zhangye
 

City,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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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张掖市把肉牛产业作为政府主导产业,
从政策扶持、标准化生产、良种繁育、市场平台建设、
产业化龙头企业培育等方面,积极出台相关配套政

策,全方位筹措资金,培育肉牛品种,推动产业链发

展,肉牛产业发展势态强劲,效应显著。本文对全市

肉牛产业发展现状、优势及问题进行了的分析,并提

出了持续发展的建议。

1 发展现状

1.1 肉牛养殖势态强劲

2021年张掖市肉牛饲养量达102万头,同比增

长20%;存栏量达到67.5万头,比上年增长12%;
出栏量达到34.5万头,比上年增长7%;能繁母牛

存栏量达到33.83万头,比上年增长10%。牛存栏

万头以上乡镇达到22个,肉牛规模养殖场区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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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个,其中万头牛场5个,千头牛场48个。农业

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2家,省级产业化龙头企

业6家,创建国家级肉牛标准化示范场3个,肉牛规

模养殖比重达到65%以上。肉牛养殖效益不断提

高,养殖1头母牛年纯利润3
 

300~6
 

500元左右,1
头成年牛育肥6个月出栏利润在4

 

000~7
 

000元左

右。

1.2 发展政策优惠

市县(区)政府相继成立了肉牛产业发展指导办

公室,并结合实际研究出台了符合各地实际的发展

规划和扶持政策,累计出台扶持肉牛产业发展的配

套政策19条。2021年,以“以奖代补”形式兑现肉

牛养殖政策奖励资金950万元,市、县两级配套见犊

补母、标准化养殖、政策保险补贴等扶持资金6
 

000
多万元,带动民间投资12.5亿元。政策推动肉牛产

业发展效应显著,农民养殖肉牛的积极不断激增,形
成了强大的发展合力。

1.3 肉牛品种培育稳步推进

政府积极引导,大力培育肉牛新品种,为育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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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提供资金保障。坚持把引进培育新品种、推广运

用新技术作为肉牛产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措施,全力

提升肉牛品种、品质,至2021年形成了32万头具有

张掖地方特色的能繁母牛新类群,培育形成了700
头核心群母牛、60头种公牛,2

 

300头基础群母牛的

肉牛育种群,建立了连续四个世代的系谱资料。依

托良繁企业,大力推广张掖肉牛新品种,开展冻配改

良,年冻配改良肉牛20万头以上,肉牛良种化率达

到92%以上,具有区域特性的肉牛新品种的培育得

到稳步发展。

1.4 龙头企业稳步发展

龙头企业不断壮大,引领带动肉牛产业发展。

2021年前进牧业年资产总额达到23亿元,位列甘

肃民营企业50强第36位,祁连牧歌资产总额达到

5亿元,荣膺“国家级绿色工厂”称号。建成祁连牧

歌、大唐牧业、康源清真等肉牛屠宰加工企业11家,
年屠宰加工能力达到60万头。现有祁连牧歌、金阳

光、康源清真等30多个畜产品品牌,年产各类冷鲜、
熟食制品3万多t。引进青海云鑫、上海元盛、贵阳

三联、成都菊乐等国内知名龙头企业来张投资兴业。
签约落地科技含量高、投资体量大、带动作用强的项

目12个,总投资36.64亿元。

1.5 饲草基地规模化发展
 

2021年,张掖市牧草种植面积达8.4万1
 

hm2,
其中:多年生牧草面积4.19万hm2,一年生牧草

4.22万hm2。紫花苜蓿3.33
 

hm2 以上种植面积达

2.77万hm2,规模化程度达57.6%;青贮玉米3.33
 

hm2 以上种植面积达1.61万hm2,规模化程度达

58.9%;燕麦3.33
 

hm2 以上种植面积达1.65万

hm2,规模化程度达71.2%。规模牧草加工企业数

量达30个,年加工生产能力60万t,建立合作组织

200多个,实行市场化运作,为肉牛产业发展提供了

饲草基地。

1.6 循环发展同步推进

大力推进肉牛养殖场粪污治理和综合利用,至

2021年建成有机肥生产企业14家,有机肥还田等

粪污转化利用示范点103个,全市新(改扩)建的规

模养肉牛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100%,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96%以上。

2 地理条件优势分析

2.1 区位优势明显

张掖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中段,地处东经97°
20'~

 

102°12'、北纬38°32'~39°24'之间,是适合肉牛

生长的优良自然地带。下辖一区五县,是国家“一带

一路”建设的重要路径,高铁、高速公路、航空交织枢

纽,具有东、西、南、北贯通的区位优势,这样的地理

位置为发展肉牛业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全力打

造的全国草牧业发展示范市,为不断探索肉牛产业

发展新路经创造了条件。

2.2 地理气候优越

张掖市属于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均降水量

为197.2
 

mm 左右,年均气温为7℃左右,无霜期
 

157
 

d,年均日照为2
 

975
 

h,日照时间长,光热资源

充足,昼夜温差大,适宜种植高品质的饲草作物,是
生产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优良区域,具有牧草产量

高、草产品质量优的特点,为肉牛养殖提供了优质饲

草基地。

3 问题分析

3.1 产业链发展有待拓展

当前张掖市肉牛产业产业链发展不足,肉牛养

殖、饲草加工、产品加工、市场销售的产业链还没有

形成,产品附加值有待提高,区域龙头企业的产业链

发展存在短板,一些企业采取自产自销的模式,以出

售活牛为主,没有站在全产业链的角度谋划肉牛产

业的发展,辐射带动能力有待提高,肉牛产业高质量

发展还需进一步提升。

3.2 项目扶持资金不足

从近年情况来看,张掖市肉牛产业发展中项目

扶持资金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以粮改饲项目为

例,粮改饲项目资金逐年减少,张掖市甘州区作为全

省最早实施粮改饲的试点县区之一,2015~2016年

分别获得项目资金各1
 

000万元,用于支持粮改饲

工作,2019年获得的项目资金只有180万元。近三

年来,由于脱贫攻坚任务艰巨,绝大多数项目资金向

国扶深度贫困县倾斜,影响了肉牛产业工作的整体

推进。

3.3 草畜产业融合发展能力低

肉牛产业资金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发展资金短

缺,肉牛养殖和饲草加工各行其事,没有充分考虑肉

牛饲养和饲草加工的有效融合,加之草畜结合模式

需要的配套设施设备投入资金巨大,部分草畜规模

企业未能按要求配备全部设施设备,种养循环、农牧

结合、草畜一体的发展模式还需提升。

4 发展建议

4.1 确定肉牛产业发展定位

加快建设标准化、规模化肉牛养殖基地,重点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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