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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指出了酒泉市饲草产业目前的发展现状和呈现出种植面积逐年增加,产业格局初步形

成,市场主体发展迅速,种草收益明显提升,机械化程度逐年攀升等生产特点,分析了饲草产业发展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了今后的发展思路和具体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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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泉市位于甘肃省西北部,阿尔金山、祁连山与

马鬃山之间,总面积19.2万km2,占甘肃省总面积

的42%[1-2]。全市拥有耕地面积1
 

500
 

hm2,可种植

牧草地面积43
 

800
 

hm2,为大面积种植牧草提供了

有利条件。酒泉市属半沙漠干旱性气候,气温变化

大,日照时间充足,平均日照时数为3
 

056.4
 

h,平均

日照百分率为69%,适宜牧草种植 和 牧 草 种 子

生产[3]。

1 酒泉市饲草产业发展现状

1.1 种植面积逐年增加

  酒泉市有悠久的饲草种植历史,但饲草产业快

速发展是在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后和2012年国

家启动奶业振兴、高产优质苜蓿项目实施开始。一

方面是由于国内乳品企业对紫花苜蓿等优质饲草的

需求增加,另一方面是国家的补贴政策调动了种植

户种植牧草的积极性[4]。2013年到2017年,全市

苜蓿种植面积一直稳定在254.6
 

hm2 左右。近年

来,酒泉市政府利用人工种草方式,不断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农民收

入,实现草畜产业可持续发展。通过实施草原补奖

政策、“粮改饲”等补贴项目,带动引导农户优化产业

结构,种植以紫花苜蓿为主的优质饲草,使全市饲草

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2020年,全市饲草种植面积



为5
 

691
 

hm2,其 中 紫 花 苜 蓿 为 主 的 优 质 牧 草

3
 

777
 

hm2,占饲草种植的66%,饲用玉米148.6
 

hm2,
燕麦、高粱等其他饲草46.36

 

hm2。全市人工种草

总产量140.77万t,农作物秸秆总量114.32万t,秸
秆年利用量达80.31万t,利用率89%。

1.2 产业格局初步形成

  酒泉市夏季干旱少雨,霜期晚,无霜期相对较

长,积温高;区内地势平坦,土地平整、灌溉便利,适
合大型收割、捡拾打捆机械作业,种植紫花苜蓿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农

村劳动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重,全市棉花、瓜菜制种

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种植面积缩减,饲草种植由于机

械化程度高,所需劳动力少,比较经济效益高,一大

批种植大户、经营能手等农村新型经营主体流转农

户土地,从事饲草规模种植。全市紫花苜蓿种植面

积由2017年254.6
 

hm2 增加至目前375.2
 

hm2。
全市建成万亩牧草基地7个,2.01

 

hm2 牧草基地28
个,百亩以上的牧草基地120个,初步形成了金塔

县、玉门市、肃州区为主的商品牧草基地。牧草产品

销往山西、陕西、宁夏、内蒙等地。全市年外销商品

草(苜蓿)30万t,部分企业的产品远销日本、韩国等

海外市场。河西走廊已发展成为全国五大紫花苜蓿

商品草生产基地之一,酒泉市成为全国优质蛋白饲

料的生产基地。

1.3 市场主体发展迅速

  近年来,酒泉市不断培育草业企业、农民合作社

等新型经营主体,并不断创建专业化、集约化等相结

合的经营体系[5],制定出台了扶持培育发展家庭农

场专项措施,引导种养大户等纳入家庭农场,引导饲

草产业化经营联合体发展,强化优质饲草产品市场

体系建设,饲草产业化经营进程明显加快,产业发展

纵深推进。至目前,已培育形成了西部草王、亚盛田

园牧歌、玉门丰华草业、金塔盛地草业、未来草业等

一批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龙头企业。全市已建

成草产业经营组织53家,草捆、草颗粒、草粉等苜蓿

草产品加工企业9家,年加工生产苜蓿颗粒、草块能

力达20万t,实际年生产苜蓿颗粒、草块10万t左

右,形成了“龙头企业+基地+农户”和“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

1.4 种植收益明显提升

  近年来,酒泉市抢抓国外优质饲草进口锐减,国
内饲草短缺、饲草价格节节攀升的有利机遇,不断加

大对草产业的宣传引导,加强中低产田改造,开展土

地整理,修建灌溉设施设备,配套生产机械,建设了

一批高产优质多年生人工牧草地,全市牧草产量达

到40万t以上,草产业总收入近6亿元。依托省委

组织部、省科技厅下达的科技试验示范项目,大力引

进中苜系列、甘农系列、亮苜系列、WL系列等高产

优质耐盐碱紫花苜蓿新品种推广种植,广泛推广盐

碱地优质饲草种植、高效施肥、节水灌溉、合理密植、
适时刈割等高效生产技术和裹包青贮、混合青贮、二
次高密加压、草颗粒生产等高效加工利用技术,不断

提高紫花苜蓿产量。全市紫花苜蓿干草产量平均达

到800
 

kg以上,部分种植合作社干草产量最高达

1
 

300
 

kg。良好的市场行情加上成熟的种植技术,
使酒泉市种植饲草收益明显提升,大场大户种植优

质苜蓿草亩均纯收入可达800~1
 

000元,农户亩均

纯收入达到1
 

000~1
 

200元。饲草产业收入在畜牧

产业增加值中所占的比例逐年增加,产业发展体系

已基本成熟,产业综合效益不断提升壮大。

1.5 苜蓿制种单产全国领先

  甘肃河西走廊素有“天然种子加工厂”的美誉。
酒泉市位于河西走廊核心地带,光热资源丰富,气候

干燥,隔离条件好,非常适宜牧草、玉米、蔬菜、花卉

等作物种子生产。近年来,酒泉市委、市政府深入贯

彻落实中央关于种业振兴的部署要求,不断加大政

策扶持,深化种业研发创新,加大新品种繁育,强力

构建现代种业产业集群,全面提升种业发展水平。
在紫花苜蓿种子生产中,广泛推广切叶蜂授粉技术,
依托全国最大的种子加工设备生产企业奥凯种机,
研发装备了苜蓿种子专用收割机械。两项关键技术

措施的应用推广,提高了紫花苜蓿的结荚率,降低了

机械收获过程中造成的种子损耗,使全市紫花苜蓿

种子单产位居全国第一,紫花苜蓿种子亩产平均60
 

kg以上,其中企业和合作社亩产达到40~60
 

kg,农
户小面积制种亩产可达80~100

 

kg。全市建成苜

蓿种子生产基地2.68
 

hm2,初步形成了肃州区、玉
门市万亩牧草制种基地两大生产格局,建成0.67

 

hm2 以上的种业基地企业和合作社5家,其中田园

牧歌、酒泉大业种业、未来草业等企业成为全国比较

有影响力的牧草种子生产企业,配备了成套清选加

工设备、厂房,年生产能力在5
 

000
 

t左右。
 

1.6 机械化程度不断攀升

  酒泉市土地平整,适于机械化作业。近年来,全
市大型养殖场户、种植企业通过项目配套、自主购买

等方式引进配套了激光平地仪、拖拉机、播种机、压
扁割草机、搂草摊晒机、田间捡拾打捆机等大中型种

植收割机械设备2
 

160台(套),部分龙头企业装备

64 畜
 

牧
 

兽
 

医
 

杂
 

志     43卷



了二次高密度加压机、苜蓿草颗粒加工机、等牧草加

工机械380台(套),牧草种植龙头企业和大场大户

基本实现从种植到收获加工的全程机械化,机械化

程度达到90%以上。通过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参

与、支撑有力的农机公共服务体系,培育了一批农业

机械化服务社会组织,为种植面积小、种植区域分散

的农户提供牧草种植、收割、翻晒打捆等机械服务,
有力提升了全市饲草产业机械化水平。

2 饲草产业发展的潜力

2.1 政府高度重视饲草产业,为产业发展营造了良

好的环境

  近年来,酒泉市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不断

培育壮大饲草产业。2017年8月在酒泉召开了第

七届中国苜蓿发展大会,同年,市政府出台了《关于

加快全市草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2019年市政府

委托农业部规划设计院编制了《甘肃省酒泉市特色

作物种业发展规划》,将牧草种业发展纳入长期规

划,扶持壮大。2021年市农业农村局制定了《饲草

料三年倍增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明确了全市饲草产

业3年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一系列

规划、实施意见、实施方案的出台,为全市饲草产业

快速扩张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2.2 酒泉气候条件独特,适合生产优质高蛋白饲草

  酒泉市属大陆性干旱气候,光能资源丰富,日照

充足、昼夜温差大、霜期晚、无霜期相对较长、积温

高。独特的气候条件造就了酒泉市是全国优质高蛋

白饲草的主产地和牧草种子生产的黄金地带。紫花

苜蓿在玉门和金塔可收割四茬,肃州区、瓜州可收割

三茬,全年苜蓿干草产量在1
 

000
 

kg以上。在苜蓿

夏季苜蓿收割时节,天气高温少雨,有利于苜蓿迅速

晾干打捆,非常适于生产高品质紫花苜蓿商品草。
我市生产的紫花苜蓿草产品粗蛋白含量达到18%
以上,相对饲喂价值(RFV)130以上,一茬草相对饲

喂价值(RFV)可达150以上,是全国优质高蛋白饲

草主产地。

2.3 酒泉市有大量中低产田,饲草种植有很大提升

空间

  酒泉市农业种植区现有耕地面积536
 

hm2,但
在基本农田范围外的撂荒地、盐碱地约53.6

 

hm2。
紫花苜蓿根系发达,具有抗旱、抗寒、耐盐碱、耐贫

瘠、耐刈割、持久性好等特点[6],在盐碱化程度高、土
壤肥力差、板结严重不能种植小麦、米等作物的盐碱

地、生荒地种植紫花苜蓿可以固氮肥田,有效改良盐

碱地。加之紫花苜蓿可以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所
需劳动力少,农村新型主体可流转撂荒地、盐碱地、
中低产田等种植紫花苜蓿,既可以解决土地撂荒问

题,又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饲草种植面积提升空

间大。

2.4 饲草市场需求潜力大,精深加工后附加值高

  从全国范围看,我国苜蓿干草年需求量为460
~760万t,目前国内供给180万t,国外进口150万

t,还有130~430万t的缺口,饲草市场需求旺

盛[7]。从我市畜牧产业发展来看,我市正在实现由

传统畜牧业向绿色有机畜牧业转型升级,发展绿色

优质饲草是其中关键环节。苜蓿直接作为饲料优质

蛋白的利用率只有20%~30%,精深加工后的利用

率可达65%~80%。1万t精深加工苜蓿,可生产

300
 

t叶蛋白,240
 

t膳食纤维,2
 

000
 

t干草饼。0.3
 

t苜蓿绿素油,总价值将近900万元,是鲜苜蓿市场

价值的7倍[8]。苜蓿精深加工后附加值提升空间

很大。

3 饲草产业面临的挑战

3.1 优质饲草种植面积大,就地转化消纳能力小

  酒泉市奶产业前几年受重大动物疫病和三聚氰

胺事件影响,奶牛存栏量由2004年存栏最多3.97
万头,下降到目前1.006万头,存栏百头以上的奶牛

场目前仅有4家,本地消纳优质饲草的数量有限,全
市优质饲草每年销往外省市30万t以上,且大多数

产品远距离运输,外销运输成本较高。在产业培育

上还存在种养分离,产业链衔接不够紧密,发展水平

不匹配的问题。

3.2 饲草生产总量大,优质草占比低

  酒泉市每年生产紫花苜蓿商品草40万t左右,
但一级草仅有10万t左右,占总产量的25%左右。
在市场销售端,大型奶牛场严格按照饲草质量等级

定价,优质优价。但在饲草生产端,目前绝大多数农

户和饲草种植专业合作社,对饲草等级划分的意识

不强,往往只重视产量,不重视品质,在收割时间上

不能严格把控,在初花期甚至盛花期刈割,造成饲草

蛋白质含量下降;在田间管理上粗放,饲草田杂草

多、刈割后翻晒不及时,造成饲草品质不优。目前只

有田园牧歌、西部草王等龙头企业注重饲草品质把

控,在自有基地率先实行现蕾期刈割,生产一级草和

特级草。

3.3 种子生产能力强,市场竞争力弱

  酒泉市生产的牧草种子具有颗粒饱满、水分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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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泽正、发芽率高等特点。但由于目前牧草种子市

场管理不规范和种子分级标准执行不严格等问题,
在种子销售过程中并不能做到优质优价,种子市场

存在“劣币逐良币”的现象。酒泉市资源较为匮乏,
在牧草种子生产上扶持项目少,投入资金小,技术力

量薄弱,新品种试验研究经费严重不足,品牌意识不

强。酒泉市牧草制种企业中,只有2家公司有研发

能力,超过10家公司仍然处在纯流通领域,缺乏具

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品种,市场竞争力并不强。

3.4 饲草市场好但精深加工产品少

  酒泉市优质紫花苜蓿生产技术水平高,绝大多

数紫花苜蓿干草亩产达到800
 

kg以上,“吨草田”占
比达80%以上,部分管理精细的农场干草产量每亩

可达1.2
 

t。但生产的优质饲草多以草捆的形式直

接销往外省奶牛场,只有一少部分被裹包青贮或者

加工成为草块、草粉、草颗粒等初级草产品、精深加

工产品少,产品附加值低。全市饲料生产和饲草精

深加工企业凤毛菱角,规模养殖场畜禽饲料依靠外

部购销。

4 发展措施与建议

  目前,酒泉市饲草产业正处于由规模效益型向

质量效益型。要实现这一转变,就要充分利用酒泉

市适宜的气候条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便捷的交通

优势,突出地方特色,深挖饲草产业的发展潜力,稳
步提升饲草种植面积、不断提高优质饲草的占比、延
伸饲草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依托已建成的优质

牧草基地,逐步实现饲草机械化作业、标准化生产,
积极打造酒泉全国优质蛋白饲草生产基地和全国优

质牧草制种基地,将草产业全力培育成全市乡村振

兴和富民增收的主导产业。

4.1 强化组织领导,切实做好发展规划

  一是成立工作机构。要高度重视饲草产业,把
饲草产业发展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统筹谋划,全力推

进。二是制定发展规划。研究出台酒泉市饲草产业

发展规划,以区域布局化、生产标准化、发展产业化、
经营规模化为基本路径,突出地方特色,打造地区品

牌。各县(市、区)针对县域特点和全市发展规划,也
要制定本地区饲草产业发展规划,并与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相衔接。三是做好规划实施。要切实加

强规划实施工作,建立健全目标管理责任制,细化措

施,落实任务,严格考核奖惩,确保规划顺利实施。

4.2 强化政策支持,加大扶持力度

  一是出台扶持政策。研究制定政策措施,在土

地开发、水资源利用、信贷资金等方面给予政策扶

持,支持饲草产业发展,对饲草产业生产加工规模企

业、专业合作组织及种草大户给予财政扶持;引导鼓

励金融机构对饲草产业生产加工企业、专业合作组

织及种草大户给予贷款支持。二是做好项目实施。
继续实施好农牧民补助奖励政策、现代种业能力提

升、“粮改饲”、高产优质苜蓿示范基地建设等一系列

政策性项目,充分发挥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三是

拓宽融资渠道。要搭建融资平台,拓宽融资渠道,加
大对饲草产业发展方面的投入。四是鼓励社会资本

参与饲草产业。积极鼓励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农户

投资饲草料产业,建立多元化投资机制。整合社会

资源投入饲草产业发展,做大做强酒泉饲草产业。

4.3 推进产业化经营,促进饲草产业提质增效

  一是加快培养新型经营主体。加快培育草业企

业、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加快构建专业化、
集约化等相结合的经营体系,提高效益和水平。二

是扶持壮大龙头企业。要引导、帮助龙头企业等实

行订单种草模式,带动种养大户和广大农户种草,并
通过土地流转,推动牧草生产基地建设;支持大企业

进行技术转型和产品研发,促进草产品生产加工由

粗放化向精细化转变。三是努力打造品牌,提升竞

争力。引导企业围绕各自优势,打造企业品牌,提升

本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围绕牧草种植基地,积极打

造和申报酒泉高蛋白饲草地理标志产品。

4.4 强弱项补短板,推动草产业全产业链发展

  将饲草产业全产业链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三个

方向。上游着眼提升牧草种子生产能力,大力发展

草种产业,进一步加大资金支持,加快设备的改造升

级,提高苜蓿种子产量和质量。中游着眼提高牧草

品质、不断增强一级草的供应能力。紧紧围绕饲草

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问题,与省内、外高校等加强合

作交流,开展“产学研”合作,开展饲草高效生产关键

技术集成与示范研究;大力推广优质饲草新品种,从
播种、施肥、灌溉、收割、翻晒、打捆全过程坚持质量

把控,保证一级草在现蕾期收割,收获时采用切割压

扁搂晒、同期收割、同步干燥、
 

加压打捆等技术,保
留尽可能多的叶片,从而提升饲草品质。下游着眼

牧草高效利用和就地转化,发展牧草精深加工。引

进大型奶牛场,实现优质牧草就地转化;引进饲草精

深加工企业和生产线,推动实现苜蓿茎叶分离,做到

牧草产品的精深加工,加快引进牧草中提取蛋白质、
膳食纤维等技术,促进产业升级,逐步形成种养加销

完整的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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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加大宣传培训,营造发展饲草产业的良好氛围

  加大宣传引导力度,采取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宣

传有关饲草产业发展的方针政策、成功模式等,宣传

发展饲草产业对农业增效的重要作用,加大对促进

饲草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的营造。加大对农民的培

训力度,培养一批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基层干

部和农牧民,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扩大饲草种植面

积,提高饲草产业整体技术水平。

4.6 严格绩效考核,健全饲草产业发展的工作机制

  采取定期检查、适时抽查和跟踪检查相结合的

方式,切实加强对饲草产业发展的监督检查,发现问

题及时改进。要实行绩效考核机制,从组织管理、保
障措施、资金投入、任务完成、工作成效等方面进行

全面考评,对工作不力、措施不到位的要通报批评,
实现“问责”与“问效”的有机结合。要认真总结饲草

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成效、经验和模式,加强制度建

设,建立健全饲草产业发展的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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