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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明确会宁县牛产业发展现状,为下一步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对全县牛产业发展情况进行

了全面调查,掌握了县内牛产业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经汇总、分析和讨论后提出了牛产业发展

的一些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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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ttle
 

industry
 

in
 

our
 

county
 

and
 

provide
 

a
 

deci-
sion-making

 

basis
 

for
 

the
 

next
 

step
 

of
 

development.
 

We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t-
tle

 

industry
 

in
 

the
 

county,
 

and
 

mastere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cattle
 

industry
 

in
 

the
 

county.
 

Af-
ter

 

summarizing,
 

analyzing
 

and
 

discussing
 

these,
 

some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ttle
 

industry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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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现状

近年来,会宁县牛产业按照“小群体、大规模”的
工作思路,以标准化养牛小区建设、扶贫整村推进养

牛示范、冻配改良、青贮技术推广为重点,采取政府

引导、部门帮建、农户投资、项目带动的办法,促进了

牛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养牛规模稳定增长

目前,全县牛饲养量
 

13.5万头,出栏3.5万头,
较2021年同期分别增长8%和12%,养牛总收入达

到6
 

000万元。依托扶贫整村推进养牛项目,引进

以秦川牛为主的良种基础母牛7
 

580头,投放13个

乡镇,46个村,4
 

571户,大大增加了繁殖母牛群,为
牛产业扩量奠定了基础,建成东南部肉牛产业集中

区,全县母牛饲养量达到2.8万头,占肉牛总存栏量

(3.5万头)的80%。

1.2 产业化格局初步形成

全县形成了散养户繁育,小区和规模场户育肥

加贩运,山区农户饲养母牛繁育犊牛,川区兴建小区

(场)育肥的山繁川育布局。通过扶持养殖企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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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企业的龙头带动作用不断增强,初步形成了户

繁、场育、龙头企业收购、销售一条龙的产业化发展

格局。

1.3 养牛技术全面推广

一是在整村推进养牛示范村推广了暖棚式牛

舍;在肉牛养殖小区推广了全封闭式牛舍,配套了控

温、饮水、通风三个自动化和阳光板采光补温等现代

设施设备。二是加快推广玉米秸秆青贮养牛技术。
在养牛小区、规模养牛户、奶牛户配套建设了永久性

青贮池,采取县上扶持大型揉丝机和青贮菌种的办

法,促进发展,散养户采取地面堆贮、土坑衬膜等简

易青贮方法,青贮数量逐年增加。三是坚持推广暖

棚圈舍、青贮饲料、冻配改良和疫病防治四项技术,
促进了肉牛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四是品种改良步

伐不断加快。以南德温肉牛品种为主,年完成冻配

改良5
 

000头以上,今年前半年已冻配6
 

500头。肉

牛良种覆盖率达到70%以上。

1.4 服务体系比较完善

县有畜牧技术推广中心,乡镇有畜牧站、冻配

点、液氮供应点,村有防疫员,形成了三级技术服务

网络。各乡站通过公布服务电话、冻配点承诺上门

技术服务等方式,为牛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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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存在的问题

我县牛产业纵向上比,有较大突破,但横向上

比,尤其是与全国农区绿色畜牧基地建设的要求相

比,发展慢、规模小、水平低、差距大的问题仍很突

出,主要有:

2.1 思想认识不到位

受传统养殖和思维走势的影响,部分干部群众

对肉牛养殖在思想上不够重视,认识还不明确,发展

肉牛养殖的积极性还不高。

2.2 饲养管理不到位

大部分散养户,农本型和粗放经营的观念根深

蒂固,养牛水平低,常年饲喂干草,不使用青贮饲料,
精料补饲又跟不上,造成肉牛个体生产率低,经济效

益差。部分小区和大户,圈舍不规范,青贮和粪污处

理跟不上,标准化程度不高。
2.3 整村推进养牛示范村后续管理不到位,母牛巩

固率低

  全县共投放基础母牛7
 

580头,现存5
 

060头,
流失2

 

520头,母牛巩固率66%。究其原因:一是没

选对村,异地移民搬迁村,当年农户还未入住,投牛

后,无法进行饲养管理,造成大量出售。二是没选准

户,没有把爱养牛,有条件能养好牛的农户选为示范

户,造成项目验收后,母牛被出售。三是部分养牛村

耕地面积小,田间道路建设滞后,发展养牛观念上不

能及时转变;饲料跟不上,投放牛后巩固率低;四是

牛只投放后部分乡镇管理不到位,未落实项目合同

责任,对流失的牛只,没有限期购回补齐,投牛还犊

的制度流于形式。

2.4 牛产业缺乏项目支撑,资金投入不到位

会宁县不是养牛大县,在肉牛小区、玉米秸秆青

贮、母牛保护等重点环节缺乏项目支持。部分养牛

小区基础设施建成后,资金短缺,青贮饲料没有走在

投产之前,导致饲料短缺,达不到设计规模,效益和

带动作用不明显,严重制约着牛产业的发展。

3 建议及对策

3.1 明确发展思路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立足县情,加大政策

引导和扶持力度。按照“小规模、大群体”的总体思

路,全力推进肉牛业集中突破,使牛产业成为农民持

续增收的有效途径。

3.2 确定发展目标

实施《庄浪县优质肉牛产业化发展规划》,力争

到2025年,全县建成百头以上肉牛育肥小区(场)25
个,发展5头以上养牛户2

 

500户,百头养牛社(小

区)100个,千头养牛村30个。
3.3 突出工作重点

以养牛小区、规模养牛场和千头养牛村和秸秆青

贮开发利用为重点,积极促进肉牛饲养方式转变。采

取以规模养牛场(小区)为重点的大群体大规模育肥

和以养牛户为重点的小群体大规模繁育相结合。因

地制宜、分类指导,在川区乡镇,大力兴建百头以上肉

牛育肥小区(场)。在养牛基础好的山区乡镇发展3
-5头母牛养殖繁育户,为川区肉牛育肥小区提供优

质牛源保障,不断推进“山繁川育”的牛产业发展

布局。
3.4 强化发展措施

3.4.1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思想认识 要充分利用

电视、广播、网络等新闻媒体和外出考察学习等方

式,深入宣传开发牛产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要组织干部群众参观学习发展养牛的县内

典型,激发干部群众发展养牛的积极性,引导全县农

村群众彻底转变农本畜观念,树立养商品肉牛的观

念,把养牛业作为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农民致富奔小

康的重要途径来抓。
3.4.2 配套现代科技,提升产业质量 一要在巩固

和完善乡镇畜牧站冻配改良点的基础上,积极引导

养殖大户、养殖小区和农村能人参与肉牛冻配改良,
扩大良种覆盖面,逐步建立千头以上养牛村都有冻

配点的全覆盖肉牛改良体系,为提升产业质量提供

强有力的技术保障。二要在山繁区,持续推广暖棚

圈舍养牛技术。三要加快推进玉米秸秆青贮,努力

实现肉牛饲喂方式的转变。着力抓好肉牛育肥小区

和重点养牛村的青贮示范,力争使全县秸秆青贮利

用率达到70%以上。四要提升肉牛养殖水平。积

极引导规模场、养牛小区和养牛大户按标准组织生

产。从场址布局、圈舍建设、生产设施配套、良种选

择、投入品使用、卫生防疫、粪污处理等方面严格执

行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的规定,提高肉牛品质,增
强市场竞争力。

3.4.3 完善产业链条,增加产业效益 要从培育壮

大龙头企业、完善运营机制、延伸产业链条、培育知

名品牌、拓宽销售渠道等环节入手,加速推进产业化

进程,努力实现产品效益最大化。通过招商引资、项
目扶持和民间投资等方式,争取新上牛肉加工项目,
拓展产业链条,实现加工增值;采取“龙头+中介+
农户”模式,积极组建庄浪县肉牛养殖合作社,实现

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建立互利共赢的产业

化运行机制;牢固树立品牌即市场的理念,依托“平
凉红牛”商标,规范生产,规范运作,开拓市场,增加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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