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畜牧兽医杂志,2024,43(5):112-117
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
 

and
 

Veterinary
 

Medicine 

DOI:10.7606/j.issn.1004-6704.2024.05.025 http://xmsyzz.ijournals.cn
王功帅,贾维秀,刘 超,等.榆林市南部山区家庭适度规模养羊经济效益情况的调研[J].畜牧兽医杂志,2024,43(5):112-117.

WANG
 

Gongshuai,JIA
 

Weixiu,LIU
 

Chao,et
 

al.Investigation
 

on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family
 

raising
 

sheep
 

on
 

moderate
 

scale
 

in
 

the
 

Southern
 

Mountain
 

Area
 

of
 

Yulin
 

City[J].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
 

and
 

Veterinary
 

Medicine,2024,43(5):112-117.

榆林市南部山区家庭适度规模养羊
经济效益情况的调研

王功帅,贾维秀,刘 超,刘万华,张彩云,郝玉青,
 

张艳芬,高玉平*

(榆林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陕西榆林
 

719000)

摘 要:为实现畜牧业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切实提高羊子养殖整体效益,为榆林市实施

封山禁牧舍饲养畜政策出台提供参考依据,本文作者对榆林市南部山区家庭适度规模养羊经济效

益情况进行专题调研,并对调研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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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order
 

to
 

achiev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animal
 

husbandry
 

produc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effectively
 

improv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sheep
 

breeding,and
 

provide
 

reference
 

basi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of
 

closing
 

mountains
 

and
 

banning
 

livestock
 

breeding
 

in
 

sheds
 

in
 

Yulin
 

City.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conducted
 

a
 

special
 

survey
 

on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moderate
 

scale
 

sheep
 

farming
 

in
 

households
 

in
 

the
 

Southern
 

Mountainous
 

Areas
 

of
 

Yulin
 

Cit-

y,analyz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survey,and
 

propose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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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实现畜牧业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切实提高羊子舍饲养殖整体效益,助力乡村振兴,本
文作者在2023年9月中旬至10月中旬深入全市

10个县区,就榆林市南部山区家庭适度规模养羊经

济效益情况进行专题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1 调研情况

  调研组先后深入榆阳、横山、靖边、定边、米脂、
子洲、绥德、清涧、佳县、吴堡等10个县区的17个乡

镇、33个村96户养羊户,就羊子养殖数量、品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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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结构、繁殖性能、疫病防控、饲草料生产利用、生产

投入成本、销售收入以及舍饲养羊优劣势、发展舍饲

养羊的制约因素等情况进行调研分析。

1.1 调研户基本情况

  选取榆阳、横山、靖边、定边等4个县区南部乡

镇24户养羊户,选取米脂、子洲、绥德、清涧、佳县、
吴堡等6个南部县72户养羊户,共计96户进行了

调研。剔除13户规模在200只以上的养羊场(户),
对其余83户适度规模养羊户进行汇总分析。

1.1.1 户主年龄情况 户主平均年龄58.72岁,其
中55岁以下24人,占总户数的28.92%;56岁~60
岁20人,占总户数的24.10%;61岁~65岁19人,
占总户数的22.89%;66岁~70岁17人,占总户数

的20.48%;71岁以上3人,占总户数的3.61%。



1.1.2 学历情况 小学及以下学历53人,占总户

数的63.86%;初中学历22人,占总户数的26.51%;
高中学历6人,占总户数的7.23%;大专学历2人,
占总户数的2.41%。

1.1.3 劳动力情况 调研户多数是一对夫妻从事

养殖业,子女多外出读书或务工。北部县区的南部

乡镇和南部县养羊户户均劳动力分别为2.06人和

1.83人。

1.1.4 圈舍、草棚及料库情况 平均每户羊舍硬棚

面积97.16
 

m2,其中有比较规范圈舍的养羊户占总

户数40.96%。有专用草棚的养羊户占总户数45.78%
(平均每户草棚面积56.65

 

m2),用废弃窑洞、房屋等作

为草棚的养羊户占总户数3.60%,没有草棚的养羊户

占总户数50.60%。有专用饲料库房的养羊户占总户

数37.35%(平均每户料库面积32.59
 

m2),用废弃

窑洞、房屋等作为料库的养羊户占总户数12.05%,
没有料库的养羊户占总户数50.60%。调研户的草

棚和料库在实际使用时并没有明显区分。

1.1.5 饲草料加工机械 65.06%的养羊户有铡草

机、61.45%的养羊户有粉碎机、2.4%的养羊户有颗

粒机。80.72%的养羊户有农用小三轮。

1.2 饲养管理情况

1.2.1 饲养品种情况 养羊户饲养的羊子品种主

要是陕北白绒山羊、湖羊。调研的83户养羊户中,
陕北白绒山羊养羊户74户,湖羊养羊户5户,山羊

绵羊混养户4户,分别占比为89.16%、6.02%、

4.82%。

1.2.2 羊只存栏情况 陕北白绒山羊养羊户户均

存栏羊87.83只(繁殖母羊存栏38.19只),出栏

34.10只,其中存栏1~29只2户,平均每户存栏15
只(繁殖母羊存栏6只),出栏5只;存栏30~99只

39户,平 均 每 户 存 栏64.30只(繁 殖 母 羊 存 栏

29.61),出栏22.92只;存栏100~200只33户,平
均每户存栏132.18只(繁殖母羊存栏53.22只),出
栏47.96只。调研的湖羊养羊户户均存栏羊8.2
只,出栏羊12.25只。

1.2.3 饲养方式 陕北白绒山羊养羊户中,58户

采取 放 牧 加 补 饲,16户 采 取 舍 饲 养 殖,分 别 占

78.38%和21.62%;湖 羊 养 羊 户 采 取 舍 饲 养 殖

方式。

  放牧加补饲:养羊户每天放牧6~8
 

h,并补充

一定数量的玉米等精料。成年羊和羔羊分开补饲,
成年羊以饲喂玉米为主,而饲喂羔羊时,35.14%的

养羊户还会添加黑豆、豌豆等。50.00%的养羊户还

会购买羔羊开口料饲喂羔羊。成年羊饲喂的玉米一

般不粉碎,而饲喂羔羊时,14.86%的养羊户会把玉

米、黑豆等粉碎饲喂。一般成年羊补饲玉米等精料

0.3
 

kg左右,羔羊按成年羊饲喂量的一半 进 行

补饲。

  舍饲饲养方式:75.00%的舍饲养羊户存栏在

30~99只,25.00%的舍饲养羊户存栏在100~150
只。养羊户饲养的绒山羊或湖羊主要以玉米秸秆、
苜蓿等为粗饲料,玉米、豆粕、麸皮等为精饲料,

31.25%养羊户会购买预混料(主要补充维生素和矿

物质),68.75%养羊户会使用舔砖、小苏打等。有

10%的舍饲养羊户会进行全株玉米青贮,青贮的饲

喂比例一般不超过粗饲料总数的一半。调研户中只

有2户养羊户把精料制作成颗粒料饲喂羊子。舍饲

绒山羊日均采食粗饲料1.0~1.2
 

kg/只、精饲料

0.3~0.5
 

kg/只,舍饲湖羊日均采食粗饲料1.4~
1.6

 

kg/只、精饲料0.5~0.6
 

kg/只。

1.2.4 种羊利用年限 种公羊利用年限一般为2
年左右,为避免近亲交配,养羊户之间会将种公羊交

换使用,调研户一般将公羊与母羊混群饲养。种母

羊利用年限5~6年,个别母羊利用年限可达8年以

上。湖羊在种羊利用年限上与陕北白绒山羊相差不

大。在羊群留种方面,母羔一般依据市场变化、扩群

需要和能繁母羊淘汰情况等确定留种比例;公羔一

般不作种用,全部留作羯羊育肥。

1.2.5 母羊繁殖及羔羊的饲养管理 母羊的繁殖

性能差别很大,调研的陕北白绒山羊养羊户中,5户

能达到一年二胎,61户达到两年三胎,8户为一年一

胎,分别占所有养羊户的6.76%、82.43%、10.81%。调

研的湖羊养羊户基本能达到一年两胎。陕北白绒山

羊母 羊 平 均 双 羔 率 23.58%,羔 羊 平 均 成 活 率

77.02%(其中舍饲养羊户的平均双羔率30.14%,
羔羊平均成活率84.64%;放牧加补饲养羊户的平

均双羔率21.53%,羔羊平均成活率74.65%)。舍

饲养羊户中,37.50%的养羊户双羔率超过40%,

50%的养羊户羔羊平均成活率超过90%;放牧加补

饲模式养羊户中,31.03%的养羊户双羔率超过

40%,18.97%的羔羊平均成活率超过90%。调研

的湖羊养羊户基本能达到一胎两羔甚至一胎三羔,
羔羊平均成活率86.61%。羔羊出生体重与母羊初

配体重和月龄、营养状况以及是否双羔都有关系,一
般单羔羊子出生体重2.5

 

kg左右,双羔羊子出生体

重2
 

kg左右。羔羊断奶时间与养羊户饲养习惯有

关,一般陕北白绒山羊羔羊断奶时间3~4月龄,断
奶时体重15

 

kg左右,另外,还有31.03%的养羊户

对羔羊进行自然断奶。湖羊一般1.5~2月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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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奶,断奶时体重也在15
 

kg左右。

1.2.6 后备母羊的饲养管理 调研户一般会把后

备母羊与繁殖母羊同圈饲喂,其中放牧加补饲的养

羊户只有24.14%会分圈饲养后备母羊和繁殖母

羊,舍饲的养羊户有56.76%会分圈饲养后备母羊

和繁殖 母 羊。后 备 母 羊 的 初 配 月 龄 差 别 很 大,

31.08%的养羊户后备母羊月龄达到12月以上进行

配种;68.92%的养羊户后备母羊配种时间不进行限

制,母羊达到性成熟时就自然交配产羔。湖羊养羊

户的母羊一般6~8月龄即进行初配,体重40
 

kg
左右。

1.2.7 疫病防治情况 驱虫:调研户给羊子驱虫一

年一次的占8.43%,一年驱虫两次 及 以 上 的 占

71.09%,不给羊子进行驱虫的占20.48%。药浴:
调研户给羊子药浴的占31.08%,给羊子冲洗的占

10.81%,不给羊子药浴或冲洗的占58.11%。
免疫方式:羊子一般采取强制免疫和第三方人员上

门免疫。强制免疫疫苗有小反刍兽疫、口蹄疫、布病

(秋季)等疫苗,一般由村级防疫员防疫。第三方人

员上门服务主要免疫三联四防、羊痘、羊传染性胸膜

肺炎等。

1.3 主要饲料作物和牧草种植情况

1.3.1 玉米种植及费用情况 陕北白绒山羊养羊

户2022年平均种植玉米1.05
 

hm2(舍饲户户均种

植面积0.93
 

hm2,放牧加补饲养户均种植面积

1.09
 

hm2),湖羊养羊户户均种植玉米0.16
 

hm2。
玉米 平 均 产 量 5.48

 

t/hm2,其 中 坝 地 7.5~
9

 

t/hm2、山地4.5~6
 

t/hm2,水地12
 

t/hm2 以上。
调研户以种植山地玉米为主。玉米秸秆以传统方式

进行收割利用。坝地和山地玉米种植成本主要由耕

地费、种子费、农药、化肥等组成,一般总成本在

4
 

500~7
 

500元/hm2。水地玉米种植成本比山地

和坝地多了滴灌费、电费等费用,成本在9
 

000~
10

 

500元/hm2。

1.3.2 苜蓿种植及费用情况 有39.76%的调研

户种植苜蓿,户均种植面积0.89
 

hm2。苜蓿属多年

生草本植物,因此苜蓿的种植成本分摊在5年计算。
苜蓿产量与养羊户是否精细种植、雨水和年份等因

素直接相关,山地苜蓿一般可年收2茬,少数可收3
茬,年产干草4.5~6

 

t/hm2,高产时可达6~7.5
 

t/hm2。山地苜蓿种植成本主要为种子费、耕种费

用等,平均每年成本900元/hm2 左右。水地苜蓿一

般可年收3茬,少数可收4茬,年产干草9~12
 

t/hm2,高产时可达13.5~15
 

t/hm2。水地苜蓿种

植成本主要为种子费、耕种费用、滴灌费和电费等,

平均每年成本1
 

500~2
 

250元/hm2。

1.4 养殖投入成本分析

  养殖总成本包括饲草料费用以及水电、防疫、兽
药保健、维修改建、机械、雇工等其他成本。剔除新

养户及扩建扩群户25户外,对剩余53户白绒山羊

养羊户(其中舍饲户13户,户均存栏羊69.85只,能
繁母羊27.31只,户均出栏羊26.73只;放牧加补饲

户40户,户均存栏羊95.85只,能繁母羊42.53只,
户均出栏羊35.91只),5户湖羊养羊户进行分析

(湖羊养羊户户均存栏羊8.20只,能繁母羊7.55
只,户均出栏羊12.25只)。

1.4.1 各类饲草料价格 调研时玉米价格为2
 

800~
3

 

000元/t、豆粕价格为4
 

500~4
 

800元/t、麸皮价

格为2
 

000~2
 

400元/t、玉米秸秆价格为600~800
元/t、苜蓿价格为2

 

600~2
 

800元/t、花生秧价格为

1
 

500~1
 

700元/t、预混料价格为5
 

000~5
 

300
元/t。

1.4.2 养殖总成本 陕北白绒山羊养羊户户均养

殖总成本为18
 

111.56元,其中舍饲户户均养殖总

成本为15
 

646.15元,群体中平均每饲养一只羊子

养殖总成本为224.0元;放牧加补饲户户均养殖总

成本为18
 

913.25元,群体中平均每饲养一只羊子

养殖总成本为197.32元。湖羊养羊户户均养殖总

成本为9
 

600.00元。

1.4.3 饲草料费用 饲草料费用包括饲草料种植

费用和外购费用。陕北白绒山羊养羊户户均饲草料

费用为14
 

634.14元,能占到养殖总成本的80.8%。
其中舍饲户户均饲草料费用12

 

918.92元,放牧加

补饲户户均饲草料费用15
 

191.77元。湖羊养羊户

户均饲草料费用为8
 

428.57元。

1.4.4 饲草料种植费用 陕北白绒山羊养羊户户

均饲草料种植费用为5
 

852.52元,其中舍饲户户均

种植费用4
 

844.85元,放牧加补饲户户均种植费用

6
 

180.01元。湖羊养羊户饲草料以外购为主,户均

种植费用840元。

1.4.5 饲草料外购费用 舍饲养羊户中只有一户

(养绒山羊户)外购秸秆和苜蓿,放牧加补饲养羊户

全部不外购饲草。陕北白绒山羊养羊户中,71.62%
的需要额外购买精料(以玉米为主),户均购买饲草

料费用8
 

781.62元,其中舍饲户户均购买饲草料费

用8
 

074.07元,放牧加补饲户户均购买饲草料费用

9
 

011.76元。湖羊养羊户基本都需要额外购买以

玉米为主的精料,户均购买饲草料费用7
 

588.57元。

1.4.6 其他成本 陕北白绒山羊养羊户水电、防
疫、兽药保健、维修改建、机械、雇工等其他养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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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均3
 

477.42元,其中舍饲户户均其他成本为

2
 

727.23元;放牧加补饲户户均其他成本为3
 

721.23
元。湖羊养羊户户均其他成本为1

 

171.43元。每

年防疫、兽药等费用户均分别在300元、1
 

500元左

右,每只羊每年分别为3.5元、18元左右。第三方

人员免疫时,如不提供疫苗,每次收费0.8~1.0元/
只;如提供疫苗,每次收费2元/只左右。

1.5 养殖收入情况分析

1.5.1 母羔留种及出售方式 养羊户在扩群期间,
一般把母羔都留作后备母羊,当繁殖母羊稳定到一

定数量时,养羊户把优质母羔按繁殖母羊的20%左

右进行留种,其余母羔断奶后根据市场行情进行出

售,一般不留种的母羔6~7月龄左右出售,体重可

达20~25
 

kg,可售600~800元。

1.5.2 公羔饲养及出售方式 养羊户一般把公羔

阉割后饲养,舍饲养羊户一般把羯羊饲养1周岁左

右,放牧加补饲养羊户一般把羯羊饲养1.5周岁左

右,体重达到40~45
 

kg左右进行出售;山羊羯羊活

羊毛重价格35~40元/kg,羊肉价格为80~90
元/kg。在实际调研中,部分地区放牧山羊比舍饲

山羊肉价格贵5~10元/kg。湖羊一般饲养6~8月

龄即可出栏,出栏重40~45
 

kg左右。湖羊公羔毛

重价格30元/kg左右,羊肉价格60元/kg左右。
湖羊母羔毛重价格比公羔低4元/kg左右。羯羊出

售一般分为活羊出售和屠宰后出售两种方式,具体

选择哪种方式出售并不固定,主要取决于市场行情

和客户需求,头蹄下水一套80~100元。山羊羊皮

价格主要取决于含绒量,普通的羊皮100元/张左

右,含绒量较大的羊皮一般200~300元/张。

1.5.3 羊绒价格 调研户羊绒产量及价格差异比

较大,榆阳、横山、定边、靖边等地养羊户平均母羊产

绒量1~1.5
 

kg,公羊产绒在2~2.5
 

kg,羊绒价格

在220~240元/kg。米脂、子洲、绥德、清涧、佳县、
吴堡等地养羊户母羊产绒量0.5~1

 

kg,公羊产绒

在1.5~2
 

kg,羊绒价格在180~200元/kg,南部县

只有少数养羊户的羊产绒量及羊绒出售价格能与北

部县区养羊户持平。北部县区每只羊平均羊绒收益

比南部山区高50元左右。舍饲养羊模式比放牧加

补饲养羊模式羊平均产绒量多0.1~0.15
 

kg。

1.5.4 养羊户收入 调研户2022年总收入由出售

活羊、羊肉、羊绒、羊皮、头蹄下水、羊粪等组成。

2022年陕北白绒山羊养羊户平均收入61
 

670.52
元,其中舍饲绒山羊户平均收入为51

 

727.69元,群
体中平均每饲养一只羊收益740.55元;放牧加补饲

绒山羊户平均收入为64
 

902.38元,群体中平均每

饲养一只羊收益677.12元。湖羊养羊户平均收入

15
 

860元。

1.6 经济效益情况分析

  根据调研数据分析,2022年陕北白绒山羊养羊

户平均纯收入43
 

558.96元,其中舍饲绒山羊户户

均纯收入36
 

081.54元,群体中平均每饲养一只羊

创造的经济效益为516.59元,每饲养一只能繁母羊

创造的经济效益为1
 

321.30元;放牧加补饲绒山羊

户户均纯收入45
 

989.13元,群体中平均每饲养一

只羊创造的经济效益为479.80元,每饲养一只能繁

母羊创造的经济效益为1
 

081.39元,每饲养一只能

繁 母 羊 舍 饲 饲 喂 比 放 牧 加 补 饲 增 加 经 济 效 益

239.91元。湖羊养羊户平均纯收入6
 

260元,饲喂

能繁母羊7.55只,每只湖羊繁殖母羊可产生经济效

益828.67元。

2 存在的问题

2.1 农户舍饲养殖意识淡薄

  从调研的养羊户看,从事养羊的农户年龄普遍

偏大,学历较低,文化素质、劳动技能素质相对都偏

低,缺乏舍饲养殖的观念意识,仍然沿袭传统的靠天

养畜和粗放的生产方式。部分养羊户对舍饲养羊兴

趣不高,即使给予补助资金积极性也不高,甚至有养

羊户在封山禁牧抓得紧时,卖光繁殖母羊,只留下羔

羊和羯羊。

2.2 养殖结构与模式不合理

  部分养羊户没有明确的种群结构计划,只注重

养殖数量而忽视了羊群结构的合理性,导致繁殖母

羊数量多,但由于饲养管理不到位,致使羊子产羔率

和羔羊成活率偏低。部分养羊户过分追求羯羊体

重,不考虑饲养成本,该出栏时不出栏,致使羯羊出

栏周期过长,养殖效益降低[1]。

2.3 产业发展水平不高

  屠宰加工等企业与养羊户利益联结机制不紧

密,养羊户出售羊子方式单一,主要以活羊销售或羯

羊屠宰后卖肉为主。湖羊活羊销售主要依赖动物贩

运经济人,市场行情不好时销售存在困难,养殖获得

利润不高。

2.4 养殖基础设施落后

  羊舍是舍饲羊唯一的生活环境,其好坏直接影

响羊只的健康生长及饲草料的利用率,受长期放牧

影响,绝大多数养羊户基础设施落后,属于庭院养

殖,人畜同院,棚舍简陋,饲喂设施也不配套等。调

研户中,有比较规范羊舍的仅占40.96%,有草棚的

仅占4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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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饲养管理水平不高

  调研的养羊户中,有多达78%的绒山羊养羊户

依然采用放牧加补饲的饲养方式,部分后备母羊与

种公羊一起放牧饲喂,导致后备母羊没有达到体成

熟就怀孕产羔,致使母羊个体小,产的羔羊普遍弱

小,成活率低。部分舍饲养羊户虽然在饲养过程中

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对羊子的营养标准不了解,尽管

可以用玉米、麸皮、豆粕等简单混合后饲喂羊子,但
基本根据经验进行饲料搭配,饲料无法做到科学配

制、营养全价。养羊户普遍存在羊舍环境卫生较差,
舍饲饲用设备不消毒,不注重饮水卫生质量等问题。

2.6 疫病防控能力不强

  消毒、防疫、驱虫是养羊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几

环,而它们的滞后也是导致养羊失败的一个重要原

因,特别是很多养羊户认为放牧的羊子不易感染疫

病,羊子只进行强制免疫,不进行自行免疫,有些甚

至都不进行防疫和驱虫工作,导致羊群一旦染病,不
易治疗,死亡率较高。

2.7 羊子品种改良不足

  良种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首要条件,品种的好坏

直接决定了羊的生产性能、羊绒质量等。调研的养

羊户主要以白绒山羊为主,大多采取粗放的饲养管

理方式,不重视种羊质量和选配育种工作,近亲繁殖

现象普遍存在。大多养羊户为了节约成本,饲喂的

种公羊不优质,个体较小、产绒量较低、绒品质较差,
导致养殖的潜能无法彻底释放,影响羊养殖效益。

2.8 饲草料有效利用不足

  玉米秸秆为许多养羊户主要的,甚至是唯一利

用的饲草资源,且绝大多数是将秸秆铡短直接喂羊,
有的甚至整秸秆直接饲喂,很大程度上造成秸秆资

源的浪费。饲喂的精饲料种类单一,70%以上的养

羊户只喂玉米,不添加任何微量元素、矿物质等,营
养搭配不合理。调研中,只有65%的养羊户有铡草

机、粉碎机,绝大部分养羊户没有颗粒机、揉丝机等,
使得舍饲养殖饲草料无法实现高效利用。

3 对策建议

3.1 进一步提高农民养羊观念

  要想发展舍饲养羊,前提是要改变养羊户的思

想观念。一方面,要引导养羊户转变传统放牧养殖

观念,正确认识舍饲养羊带来的好处,相关单位在执

行封山禁牧政策的同时要积极落实宣传工作,详细

讲解舍饲养羊的优势,并且将传统的放牧养殖模式

和舍饲养羊模式进行对比,通过计算经营收入账、饲
草账、生态账,剖析其中的差异,带给养羊户直观地

感受,使其能够受到启发,主动配合由传统的放牧向

舍饲养羊模式转变,为舍饲养羊模式下经济效益的

提升打下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要引导养羊户正

确认识放牧与舍饲对肉羊品质的影响。无论是舍饲

还是放牧,养羊户在饲喂精饲料数量上差别不大,区
别只是舍饲后用豆粕、麸皮替换了部分玉米。粗饲

料方面,舍饲后玉米秸秆、苜蓿等替代了山上部分杂

草。这使得舍饲山羊每天摄入的营养价值与放牧山

羊相差无几。另外,放牧山羊每天运动量比较大,但
舍饲养殖后,根据山羊特点,在羊舍修建了运动场,
让其充分活动,使舍饲山羊和放牧山羊在运动这方

面的差距并不大。因此,舍饲山羊与放牧山羊肉质

口感上的区别并不大。同时,在实际生产中,要把专

业育肥户的育肥羊与养羊户的舍饲山羊进行区分,
不能简单地把舍饲山羊就等同于育肥户的育肥

羊子。

3.2 优化羊子养殖结构与模式

  要坚持种养结合、农牧循环,大力培育适度规模

羊子养殖主体,进一步夯实我市“小群体、大规模”的
羊产业发展之路。根据调研数据分析,结合佳县舍

饲养殖标准化试点养羊户的土地、饲草、劳动力等因

素,对于南部山区宜采用“1311”养羊模式。即1个

家庭(1个主劳力),饲养30只优质陕北白绒山羊能

繁母羊(羊子总存栏约90只),种植0.67
 

hm2 以上

玉米、0.67
 

hm2 苜蓿,采用标准化舍饲养殖技术,每
年可实现纯收入近7万元,比放牧条件下饲喂同等

数量母羊增加纯收入1万多元。该模式可实现陕北

白绒山羊养殖“一减、两提、三增加”,“一减”即减少

能繁母羊的饲养数量;“两提”即羊子繁殖率提高、成
活率提高;“三增加”即羊子日增重增加、产绒量增

加、有机肥增加,通过减量、提质、增效,最终实现经

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真正解决发展陕北白绒

山羊养殖与保护生态环境的林牧矛盾关系。

3.3 建立合作互利的利益连接机制

  鼓励支持养羊户加入农民合作社、行业协会等

农民合作组织,提高羊子养殖组织化程度。建立集

羊子交易、物资供应、产品销售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

性交易平台,大力推进产销衔接,降低流通成本,引
导羊子屠宰加工、绒毛加工企业与养羊场(户)或专

业合作组织结成稳定的购销关系。引导屠宰加工企

业增强品牌和质量意识,健全标准化管理,开发高端

产品,增加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鼓励屠宰加

工企业发展产品直营店、配送中心,完善产品流通渠

道和营销网络,加强鲜活产品配送冷链体系建设,逐
步构建产、加、销一体化的全产业链体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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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加大养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立足“试点先行、示范带动”,集中资金投入建设

标准化养殖示范村,推动形成一村带多村、多村连成

片的产业格局。按照“省时、省事、省力、省钱”原则,
结合羊子饲养数量和高质量庭院建设,通过合理规

划布局养殖区域,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减少疫病传

播风险。通过政策宣传、资金补助等措施,积极引导

养羊户开展羊舍草棚建设、购置饲草料加工机械设

备和智慧养殖设备等,完善与舍饲养殖相匹配的其

他设施,如堆粪场、补水槽、补饲槽等,从根本上解决

舍饲养羊户无舍无棚无机械无配套设施的问题,逐
步摆脱传统粗放的经营模式,提高舍饲养羊的整体

生产水平。要加快实施农村生产道路、三相电入户、
村级兽医室建设等,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要引导养羊

户利用农村废弃窑洞养羊,实现农村闲置资源变废

为宝。在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同时,切实落实养殖

业用地政策,安排荒山、荒地等用于羊子养殖和饲草

基地建设。

3.5 提升舍饲养殖科技含量

  在舍饲养殖中,要合理分群饲养,针对羔羊、育
成羊、繁殖母羊等不同生理阶段的营养需要特点,对
饲料品种进行统筹规划、合理配合,精饲料、青绿饲

料、青贮饲料、秸秆等饲料品种应尽可能丰富,配合

科学、合理,避免品种过于单一、随意[3]
 

。加强日常

清洁和消毒,定时清洁料槽、水槽和羊舍地面的粪

污,定期进行消毒,保持羊舍干净卫生,为羊子提供

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引导有条件的养羊户开展智

慧养殖,节省劳动力,降低养殖成本支出。结合所在

区域的实际情况,组织开展舍饲养殖技术讲座、技术

培训和技术推广,切实提高饲养管理技术水平[4]。

3.6 提高羊子疫病防控能力

  疫病风险大于市场风险。要进一步压实各级政

府、相关部门和畜牧产业各环节从业者责任,持续加

强疫病防控,做好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重大动物疫

病强制免疫、监测、扑杀、无害化处理等工作[5]
 

。加

大动物疫病防控专项工作经费补助力度,坚持抓好

乡镇及村级防疫员队伍建设,积极探索政府向社会

购买动物防疫服务的实现形式。要树立保健重于预

防、预防重于治疗的思想,摸清当地传染病的流行情

况,制定并执行科学的免疫程序,严防传染病的发

生,同时,兼顾普通病和代谢病的防治,确保羊群健

康成长。加强对养羊户和基层防疫人员的业务培

训,制定科学合理的培训计划,提高从业人员业务素

质,以适应现代畜牧产业发展的需求。

3.7 加大品种改良投入

  舍饲养羊要致富,品种质量是关键。结合陕北

白绒山羊品系选育工作,组建核心育种群,大力推广

良种陕北白绒山羊,提高良种普及率。引导养羊户

调用优质陕北白绒山羊种羊,及时淘汰低产羊,改良

羊群整体质量,提高羊子综合生产能力。要引导养

羊户化大群为小群,做到少养羊,养好羊,不盲目摊

大,真正在舍饲养羊中得到实惠。要积极推广羊子

人工授精技术、优质冻精冷配与胚胎移植等技术,加
快良 种 扩 繁,提 高 优 质 种 羊 的 纯 繁 速 度 和 供 种

能力[6]。

3.8 提高饲草利用率

  要发展舍饲养羊,饲草建设是关键,充足的饲草

是发展舍饲养羊的物质基础。要根据羊子养殖数量

种好种足苜蓿、青秆玉米、甜高粱、燕麦等优质牧草,
适时收储和加工,增加饲草料产量,保证饲草料供

给[7]。要广辟饲草来源,结合特色种植和林业资源

分布,按照能用尽用、高效利用的原则,充分挖掘潜

力,合理利用马铃薯、桑叶、多余蔬菜、残果次果、杂
粮米糠、食品加工糟渣、柠条等,促进农副、林业资源

饲料化利用,降低养殖成本。要多渠道探索饲草加

工途径,大力推广全株玉米裹包青贮、秸秆氨化等技

术,提高饲草利用率。要根据养殖实际情况,在明确

封山禁牧的重点管控区域外,合理划定封山禁牧时

间和范围,缓解养羊户饲草不足的压力[8]。要通过

合理布局饲草料加工场(点),提高饲草料专业化社

会化服务水平,带动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解决饲草

料区域性、季节性、结构性短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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