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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区粮改饲项目实施情况分析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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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粮改饲项目是从农牧业结构供给侧结构改革入手,调整种植业结构,实施种养结合的有效

措施,甘州区做为甘肃省首批粮改饲项目试点区,经过多年实施,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本文在认真

分析项目现状、项目实施成效及饲草种植业和养殖业养供需结合、相互推动的发展模式,提出了项

目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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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ain-to-feeding
 

project
 

is
 

an
 

effective
 

measure
 

to
 

start
 

with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agricul-
tural

 

and
 

animal
 

husbandry
 

structure,
 

adjust
 

the
 

planting
 

structure,
 

and
 

implement
 

the
 

combination
 

of
 

planting
 

and
 

breeding.
 

Ganzhou
 

District,
 

as
 

the
 

first
 

batch
 

of
 

pilot
 

areas
 

for
 

the
 

grain-to-feeding
 

project
 

in
 

Gansu
 

Province,
 

has
 

achieved
 

positive
 

re-
sults

 

after
 

years
 

of
 

implement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project
 

after
 

care-
fully

 

analyzing
 

the
 

status
 

quo
 

of
 

the
 

project,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ject
 

implement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the
 

combina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and
 

mutual
 

promotion
 

of
 

forage
 

planting
 

and
 

aqua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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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州区水土、光照资源适合发展农业生产,大宗

农作物主要为制种玉米和商品玉米,植种面积4.67
万hm2,国内重点的县级玉米种子生产基地。甘州区

是甘肃省首批粮改饲项目示范区,从2017年开始粮

改饲试点,2022年在往年实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机制,明确分工,强化责任,全区粮改饲项目加快了农

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推动了肉牛、奶牛草食畜牧业的

规模化发展,为增加农民的收入做出了积极贡献。

1 初改饲项目基本情况

从2017年,按照甘肃省农牧厅和畜牧兽医局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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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粮改饲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按照自愿申报、
自下而上的申报原则,在认真摸底、乡镇推荐、现场

勘查的基础上,确定工作重点、实施范围、扶持对象,
制定了每年粮改饲项目实施方案。五年来,完成粮

改饲项目饲用玉米种植面积1.54万hm2,带动全区

完成饲用玉米种植面积3.28万hm2。通过粮改饲

项目的实施,积累了政府引领,部门负责,企业实施,
市场引导,农牧结合,粮草兼顾,绿色发展的经验,探
索和完善了种植业和养殖业的相互结合高效发展的

新模式。

2 粮改饲项目执行措施及经验

2.1 完善粮改饲项目组织领导

成立由甘州区政府分管农业的领导负责,农业、
财政部门负责人组成的项目建设领导小组,负责项

目的质量管理、财务管理以及项目资金管理,监督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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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项目实施。成立项目技术指导服务小组,负责粮

改饲技术培训,工作指导,做好粮改饲项目任务的推

进落实。

2.2 制定粮改饲项目实施方案

甘州区农业部门严格遵循粮改饲项目总体思路

和原则,按照乡镇推荐、现场勘查、确定的项目申报

程序,确定工作重点、扶持对象、建设任务、保障措施

和实施程序等内容,与区财政部门共同研究制定了

实施方案,明确补助标准、面积、金额等,并制定了相

关的落实措施。

2.3 精准部署粮改饲各项措施的落实

甘州区农业部门与承担项目实施单位签订项目

实施协议,确保任务落地。实施单位严格按照实施

方案确定的实施任务,采取订单收购方式组织实施,
确保全面完成目标任务。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实施

单位及时收集收贮凭证、影像等完整的工作档案,做
到有据可查。技术指导服务小组在青贮窖的修建、
饲草料收获、全株青贮制作等环节,现场进行技术指

导,严把质量关口。

2.4 健全粮改饲项目管理制度

制定完善了项目的申报、实施细则、资金管理、
绩效考评、验收、监管、成效评估等制度,确保了项目

进出和资金有效使用。
(1)设定明确的目标和指标,并将其与组织的整

体目标和战略对接;(2)制定详细的项目计划,在项

目起动前,制定详细计划;(3)合理规划和管理项目

所需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确定资源供给及时性和

有效性。

2.5 严格粮改饲过程中资金监管

严格执行《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办法》,项目

实施单位设立专账,做到专款专用,规范有效使用。
项目资金采取“先收贮后补贴”的方式,在目标任务

完成验收合格后,采取国库集中支付方式予以直接

拨付。对资金使用情况定期进行监督检查,保障项

目资金有效使用。

2.6 强化粮改饲项目实施过程中科技培训

以科技为支撑,健全运行机制和完善服务体系。
利用报纸、电视、网络等新闻传媒,采取现场观摩、技
术演示、现场指导等形式,进行饲草种植、全株玉米

青贮、养殖技术等方面的培训和指导服务,在甘肃农

业信息网、张掖市畜牧兽医局、甘州在线等等网站媒

体刊登宣传信息对粮改饲项目实施的意义、进展情

况、成效等进行宣传。抽调专业技术人员深入项目

实施现场,进行全方位技术指导,有效推进项目的

实施。

3 粮改饲项目的成效分析

3.1 粮改饲项目结果收益显著

  经调查,种植商品玉米成本在1
 

4250元/hm2,

每公顷籽粒产量9
 

750
 

kg/hm2,按照市场价2.8
元/kg计算,纯收入13

 

050元/hm2。粮改饲项目实

施后种植饲用玉米成本在12
 

750元/hm2 左右,带
穗全株秸秆产量63

 

t/hm2,按市场价480元/t计

算,纯收入17
 

490元/hm2,每公顷比商品玉米种植

多收入4
 

440元/hm2。

3.2 粮改饲项止使草畜结合更加紧密

通过粮改饲项目的实施,促进构建了粮饲统筹、
种养一体,粮草兼顾、农牧结合、循环发展的种养新

格局,建立了饲草种植业和养殖业养供需结合、相互

推动的发展模式,积极引导规模养殖饲用玉米规模

种植有效链接,种养互促互补,利益共享,循环发展。
实行种植业与养殖业有效互动发展用,全区奶牛、肉
牛、肉羊409个规模养殖场(户)全部实现了青贮

饲喂。

3.3 粮改饲项目带动种植和殖企业效果明显

粮改饲项目的实施,带动了种植业和养殖业的

相互结合高效发展的新途径。通过政策的激励作用

和项目专项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放大效应,引导企

业和农户加大投入,建立多元化的投资渠道,带动全

区草食畜牧业快速发展,带动全区发展饲用玉米种

植面积3.28万hm2,收贮全株青贮玉米196.8万t
以上。牛羊饲养量达230万头,出栏98.5万头,促
进了种养加一体、产加销融合发展的产业体系建设,
初步形成了种养循环发展的农业模式。

3.4 通过项目带动培育了新的经营主体

通过项目带动,利用流转土地进行产业化经营

已经成为新的潮流,通过土地流转、土地整理,不仅

为养殖业提供了强有力的饲草基地保障,还提高了

土地的利用率;先后培育了秸秆加工企业12家,适
时收获农户多余闲置的玉米秸秆,以市场化运作的

方式,开展秸秆商品饲料的生产,提高秸秆加工转化

水平,有效解决秸秆收获任务重与机械设备落后、劳
力少之间的矛盾。

4 粮改饲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甘州区区域面积大,养殖企业多,由于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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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没有全覆盖扶持,一些小型养殖企业(户),得
到的扶持资金少。二是近三年受新冠疫情影响,项
目进展较慢,往往是到了年底才能兑付资金。三是

项目缺少工作经费,在全程指导服务,深度技术培

训,质量监测评价等方面跟进不足。

5 粮改饲项目建议

5.1 确保粮改饲项目持续推进

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力量,确保项目持续推

进。农业和财政等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做好配套、整
合资金的落实,强化措施,靠实责任。进一步完善管

理制度,形成常态化的发展布局,确推动项目持续建

设,使项目不断产生效益。

5.2 深挖粮改饲项目发展潜力

不断探索抓项目的长效投入监管机制,努力营

造抓项目的软硬环境,通过多种形式培植典型,增强

带动力,做好项目后续管理,实施好在建项目,搞好

服务,通过项目带动,增强造血功能,为农牧业的发

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及时掌握畜禽产品产销形势,
做好市场预测,定期向养殖户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
指导项目稳步发展。

5.3 细化粮改饲项目实施方案

总结项目建设经营,制定项目实施细则,积极推

进农牧业结构供给侧结构改革,多方位探索种植业

和养殖业的相互结合高效发展的新模式,做好种植

业和养殖业循环发展规,切实提升种养综合效益,
积极构筑种养结合、粮草兼顾的新型农牧业发展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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