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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临泽县依托丰富的饲草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大力发展畜牧业,现已形成产出高效、产品

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高质量发展格局。本文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全县肉牛养殖模式类

型、特点、效益以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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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lying
 

on
 

rich
 

forage
 

resources
 

and
 

superior
 

geographical
 

location,
 

Linze
 

County
 

has
 

vigorously
 

developed
 

ani-
mal

 

husbandry,
 

and
 

has
 

now
 

formed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attern
 

with
 

high
 

output
 

efficiency,
 

product
 

safety,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
 

On
 

the
 

basis
 

of
 

full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ypes,
 

characteristics,
 

ben-
efit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beef
 

cattle
 

breeding
 

model
 

in
 

the
 

whole
 

county,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existing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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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临泽县肉牛产业发展规模不断壮大。以

规模养殖场(小区、合作社)为重点,适度规模家庭经

营为基础的梯度养殖格局全面形成,肉牛产业已成

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2021年农民养牛收入人

均达4
 

552元,占牧业收入的16%以上。全县累计

建成标准化肉牛养殖场区80个培育10头以上的规

模养殖大户6
 

500户,规模化养殖比重达70%以上。

1 养殖模式

1.1 “合作社+农户+客户”一条龙产业化经营

模式

1.1.1 经营模式 临泽县丰悦养殖专业合作社通

过网络平台宣传、签订订单等方式,让更多外地客户

了解本地黄牛品质,让本地肉牛“养的住,卖的出”。
合作社与陕西宝鸡尚德福牛场、岷县方正草业公司、
新疆远鹏农牧公司等外地客户签订购买协议,与周

边富强牛场、大寨牛场、兴农母牛繁育基地及养殖大

户达成业务合作共识,坚持“线上宣传、线下提升”的
营销模式,着力推动传统活畜贩运向“互联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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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交易模式转型发展,通过建立开放、透明、共享的

活畜交易平台,利用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制作发

布活畜供求信息,让全国各地客户了解临泽活畜品

系、品种特色,吸引更多的省内外客户前来洽谈购买

牛羊等活畜,现已形成集养殖、交易于一体的专业性

畜牧养殖和活畜交易中心。
1.1.2 养殖场建设 占地面积约11

 

000
 

m2,建成

牛羊交易展示洽谈大厅1个200
 

m2;牛羊交易临时

养殖圈舍6栋,草料储藏间5
 

000
 

m2,地磅1座,生
活区300

 

m2,职工宿舍4间,客房2间;办公室、财
务室、检疫室、计量室配套完善,市场管理信息系统、
信息发布及网上交易系统、电子结算系统规范运行。
公司现有员工11人,其中管理人员4人,兽医1人,
饲养员4人,专业从事电子交易人员2人。

1.1.3 效益分析 公司主要收购260~380
 

kg能

繁母牛,实行标准化饲养,全进全出,每批出栏肉牛

100~200头,年出栏18~25批,年累计养殖、交易

育肥牛1
 

000多头,实现交易额2
 

200余万元,实现

利润150万元,随着销售渠道的拓宽,切实解决了周

边养殖户活畜销售难、价格低的问题,提高养殖效益

10%,增强了养殖户的积极性。
1.2 “党支部+合作社+农户”集中养殖模式

1.2.1 经营模式 蓼泉镇墩子村肉牛养殖小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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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墩子村南沙窝腹地,2012年至2014年启动一期、
二期建设,带动56户养殖户入驻养殖小区。2018
年,由村干部带头成立临泽县墩盛肉牛养殖专业合

作社,同年成立墩盛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党支部,采
取“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方式,进一步规范养

殖小区运行。至目前,小区肉牛存栏量达2
 

500头

以上,年交易量5
 

000头左右,户均饲养50头以上,
在小区带动下,全村发展10头以上肉牛养殖大户

150户。

1.2.2 养殖场建设 墩子村依托南沙窝丰富的荒

滩资源,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在现有56栋双列式牛

舍的基础上,扩建养殖小区三期工程占地面积6.67
 

hm2,修建牛舍34栋,单栋占地面积900
 

m2,修建牛

舍180
 

m2,每栋养殖肉牛50~60头,配套堆粪场、
活动场、草料棚等附属设施。

1.2.3 效益分析 小区养殖户以饲养能繁母牛及

肉牛育肥为主,户均饲养50-60头,养殖户自备玉米

秸秆、青贮草等粗饲料,购买精饲料、苜蓿等。能繁

母牛年产1头犊牛,收益3
 

800~7
 

000元/头;育肥

肉牛户多选择育肥期120~180
 

d,购进300
 

kg架子

牛,去除成本每头可获利3
 

000元左右。

1.3 “合作社+农户”规模养殖模式

1.3.1 经营模式 2012年10月,临泽县兴农养殖

专业合作社为进一步提高养殖场的经济效益和科技

水平,从全县选购高代次西门塔尔能繁母牛180头

作为母本进行扩繁。2014年,依托畜牧业相关政策

与北京美加农公司合作,引进德系西门塔尔(弗莱维

赫)冻精作为父本经过杂交改良,培育出既有良好泌

乳性能又具有较高产肉性能的“河西肉牛”新类群。

2018年以来,沙河镇化音村115户农户将自己手中

的闲置资金投入到兴农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以入股

的形式参与分红。2021年,合作社与辖区内27户

农户签订饲用玉米种植订单共38.67
 

hm2,全年青

贮全株饲用玉米3
 

790
 

t,收购麦草600
 

t,优质打包

苜蓿800
 

t,玉米秸秆480
 

t,实现了合作社与农户双

赢。合作社统一技术服务和疫病疫病防治,对外设

立窗口开拓市场,对内联系养殖农户,形成了“产、
供、销”一条龙的服务格局,并积极开展粪污无害化

处理,秸秆饲料化高效利用技术,肉牛育肥技术,牛
舍内温度、湿度自动调控等多项技术,实现了较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3.2 养殖场建设 临泽县兴农养殖专业合作社

总占地2.4
 

hm2,建成高标准双列式牛舍6栋196
间3

 

124
 

m2。其中:母牛养殖舍2栋52间1
 

008
 

m2,配套修建值班室、兽医室、消毒室各1间60
 

m2,

办公室4间110
 

m2,消毒池24
 

m2,排污管道500
 

m,沉淀池1座112
 

m3,青贮窖3座2
 

400
 

m3。

1.3.3 效益分析 至目前,场内共饲养肉牛650
头,其中能繁母牛320头,2021年全年出栏肉牛280
头,实现销售收入700多万元。

1.4 旭丰“三联”模式

1.4.1 经营模式 临泽县旭丰养殖专业合作社牵

头积极探索实践“上联公司、中联合作社、下联养殖

户”的“三联”肉牛养殖生产销售模式,大力引导畜牧

产业向规模养殖、抱团发展的方向迈进。从2015年

开始与华润集团合作实行订单化养殖,联合本镇10
家养殖合作社和场区,成立临泽县丰大养殖专业合

作社联合社,制定生产规程和收购标准,为企业和农

户搭建育肥技术、购销信息的服务平台。同时,结合

生态环保问题整治行动,加大投入力度,完善环保设

施,建设标准化养殖场区。以合作社为桥梁,通过走

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合作社和一些“牛经纪”合作,
主要收购体重约300

 

kg西门塔尔架子牛,销往宁

夏、新疆等地。

1.4.2 养殖场建设 临泽县旭丰养殖专业合作社

位于临泽县倪家营镇黄家湾村六社,由黄家湾村村

民投资1
 

086万元于2013年5月建成。占地面积2
 

hm2,建筑面积6
 

000
 

m2,建成规格为730
 

m2 的高

标准双列式牛舍7栋。现肉牛存栏2
 

000头,年出

栏肉牛800头,预计年收入400多万元。合作社现

有人员13人,其中:厂长1名,会计1名,管理人员

1名,饲养员4名,畜牧技术员1名,其他社员5名。

1.4.3 效益分析 立足全镇肉牛养殖5头以上养

牛户788户的实际,通过建立肉牛养殖大户微信群、
设置收购信息公示栏、评选肉牛养殖示范户等方式,
加强养殖技术交流、市场信息对接、价格波动应对。
动员养殖户引进适应本地养殖、育肥周期短、市场销

路好的西门塔尔、夏洛克等优良品种,采取签订收购

协议、上门技术服务等措施,明确最低收购价格、随
行就市的利益联结机制,倡导诚实守信,调动养殖户

积极性,有效解决肉牛养殖产得出、有销路、效益好

的问题。借力企业的规模优势,不断推进“公司+合

作社+养殖户”模式发展,通过与养殖户签订销售合

同、返利等途径,进一步提升肉牛的综合效益。

2 存在的问题

2.1 农户饲养水平不科学

养殖户精细化饲养的观念意识不强,在养殖各

阶段不能根据畜禽营养需要饲喂。生产规模小、粗
放养殖、未及时引进改良畜禽良种等因素,都限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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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户扩大利润空间。

2.2 养殖环节融资难问题依然存在

一是已建成的养殖场区资产闲置,补栏力度不

够。虽然有国家省市相关惠农政策支持、重大畜牧

项目示范带动,但融资难仍旧是阻碍广大养殖户扩

大养殖规模,影响畜牧产业壮大发展的难点。二是

现在农村从事家庭养殖的农户大多是无法外出务工

的中老年人,受经济条件限制,只能饲养几头牛或几

只羊,无法形成规模。

3 意见建议

3.1 加大科技培训力度

为全面提高养殖水平,深入各镇开展粮改饲项

目相关讲座培训和经验介绍,适时邀请市局畜牧专

家讲解粮改饲的重要意义,为广大畜禽养殖者灌输

知识,改变饲养观念,提高广大养殖户饲养水平。引

导农户种植青贮高产优质饲用玉米,引进养殖优良

肉牛肉羊品种,以达到降低养殖成本,提高养殖收益

的目标。

3.2 进一步加大各项优惠扶持政策的宣传和落实

力度

  牢牢把握国家政策导向,宣传和用好现有草畜

产业扶持政策,着力在政策、防疫、选种和实用技术

服务方面给予最大优惠。严格落实县委一号文件,
重点在扩大母畜养殖规模上做文章,鼓励农户从外

地引进基础母牛,确保基础母牛基数稳步增长。强

化小农户肉牛养殖政策支持,拓宽低收入家庭增收

空间。正确处理规模化经营和家庭经营的关系,在
支持规模化养殖的同时,聚焦低龄老人、“无业农民”
和易地搬迁后有意愿从事养殖业的农户,采取贴息、
奖补、基础设施建设补助等方式,给予一定的政策性

支持,激发养殖户自身动力,增强贫困户“造血功

能”,促进小农户传统养殖与现代规模化养殖有机

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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