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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畜牧业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县域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

位。近年来,麟游县县委、政府大力发展以草食畜牧业作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的重

要抓手,制定了实施意见,出台了扶持政策。强力推进以牛、羊为主的畜牧养殖一跃成为麟游县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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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Linyou
 

is
 

a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county,and
 

animal
 

husbandry,as
 

an
 

important
 

par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y
 

and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In
 

recent
 

years,

the
 

county
 

party
 

committee,the
 

county
 

and
 

the
 

government
 

have
 

vigorously
 

developed
 

grass-fed
 

animal
 

husbandry
 

as
 

an
 

impor-
tant

 

starting
 

point
 

for
 

adjusting
 

the
 

structure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and
 

promoting
 

farmers'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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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麟游县地处关中西部宝鸡东北部,属渭北旱塬

丘陵沟壑区,全县总版域面积1
 

704
 

km2,平均海拔

高度1
 

271
 

m。属湿润—半湿润温带大陆性气候

区,全年日照时数平均2
 

190.3
 

h,年平均气温为9.2
 

℃,年平均降水量609.1
 

mm,无霜期183.8
 

d。全

县辖7镇66个行政村409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7.03万人。全县共有农林牧等生产性用地1
 

664
 

hm2,有宜牧草坡505
 

hm2,人工种草66.7
 

hm2,饲
草资源理论载畜量为137.7万个羊单位,发展以草

食畜为主的畜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秉赋。

1 草食畜牧业发展现状

  2022年,全县建成家庭牧场242个、标准化规

模养殖场153个,全县养畜农户3
 

450户,猪牛羊饲

养量达到40.1万头只,其中牛饲养量牛7.66万头

(存栏5.26万头)、羊饲养量12.4万只(存栏5.65
万只)、畜牧业总产值达到7.3亿元。全县建成百头

以上肉牛规模养殖场97个,百只以上规模羊场268
个,注册了宝麟牌、惠麟牌两个羊肉产品商标,麟游

县被中国畜牧业协会评为“全国能繁母牛基地县”、
“全国布尔羊之乡”等荣誉称号。

1.1 强抓种质资源

  麟游县先后从南非等国家引进世界肉羊公认品

种布尔山羊,对当地山羊进行杂交改良,全面提升肉

羊生产性能,经过多年的提纯扩繁,已成为全国布尔

肉羊品系最全、存栏纯种布尔羊最多、杂交改良羊规

模最大的布尔肉羊基地县,全县布尔羊杂交代改良

累计200万只。肉牛改良25万头,在优先利用秦川

牛的基础上,先后引进安格斯、西门塔尔、夏洛莱、和



牛等世界优秀肉牛品种,确保肉牛良种率达到95%
以上。

1.2 总结推广模式

  我们在全面总结养羊户养殖经验的基础上,探
索提炼出适合麟游县农户家庭适度规模养殖的最佳

肉羊生产模式———肉羊适度规模模式。即农户饲养

40只适繁母羊,年产羔60只以上,年育肥出栏肉羊

40只以上,户均收入7万元。该肉羊模式投入人力

少、圈舍规模不大、资金周转快、效益比较突出,已在

麟游县大面积推广应用,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显著。
在肉牛生产中,我们注重“肉牛快速育肥”技术模式

的推广应用,选择200~250
 

kg左右的架子牛,科学

配制饲料配方,利用5个月时间的强度育肥,体重达

到600
 

kg左右,纯利润达2
 

500元。

1.3 研发先进技术

  我们组建了由6名专家教授担任顾问的肉羊技

术团队,常年奔扑生产一线开展技术服务和技术指

导,现场解决养殖场(户)生产中的困难和问题。同

时建立健全完善了县、乡、村三级技术推广服务体

系,先后开展了“肉羊高效生产综合配套技术研究”、

“麟游县布尔肉羊杂交改良效果及舍饲养殖配套技

术研究”、“畜间布病综合防治技术研究与推广”、“麟

游县肉山羊杂交育肥配套技术推广”、“麟游县牛羊

蠕虫病综合防控技术研究与推广”、“麟游县肉牛快

速育肥技术研究”、“麟游县秦川牛生产性能测定”等

课题。这些配套技术成功的在全县肉牛、肉羊养殖

大场(户)全面推广应用,牛、羊受胎率明显提高,生

长速度明显加快,育肥效果显明改变,死亡率明显

下降。

1.4 形成合力驱动

  一是政府推动。多年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

视,始终把大力发展草食性畜牧业作为农业提质增

效的着力点,精准发力,确定包抓人员,落实措施,严

格考核,强力推动。二是科技促动。始终以科技为

先导,突出品种改良、技术培训、新技术推广应用、饲

草饲料加工调制及疫病防治等关键环节,靠科技提

水平,向科技要效益。三是示范带动。以大场、大

村、大户为重点,树立样板,示范引导和辐射带动。

四是政策扶动。麟游县多年连续出台《麟游县促进

农民增收若干政策意见》的规范性文件,对养殖用地

申请、标准化圈舍补贴、饲草饲料补助、布尔种羊投

放补贴、养殖贷款贴息等方面给予了财政扶持,激发

了全县群众养殖积极性。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养殖模式滞后

  麟游县目前部分地区还以传统的养殖方式为主

体,因受各方面因素影响,生产随意性大,人员流动

不受限制,人畜混居,场址选择、场区布局不合理,饲

养环境复杂,缺乏基本的动物防疫条件,不仅给动物

疫病防控带来很大困难,而且也会使有限的资源配

置得不到充分利用,综合效益不高[1]。

2.2 养殖品种退化,技术落后

  养殖品种退化、畜群结构不合理、生产方式落后

已成为影响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良

种引进不足,大批量从外地进购仔畜禽,给畜牧业生

产安全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养殖理念不科学,重

存栏、轻出栏,对畜禽养殖效益期望值过高;加之动

物饲养营养不均衡、不注重疫病防治、病死动物处置

不规范,严重影响养殖效益[2]。

2.3 规模养殖标准不高

  部分规模养殖场建场标准不高,选址布局随意

性大,规划设计不科学,饲养、运动、粪污、病死动物

收集处理等体系不完善,易于造成养殖效益低下、疫

病容易发生传播,严重影响了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2.4 畜牧养殖基础薄弱

  一是养殖人员文化程度低。农村散养户中大多

数从事畜禽养殖的文化程度低,接受新事物、新技术

能力差,只关心效益,不重视管理。大多沿用传统养

殖习惯,严重制约新技术提高步伐;二是基层畜牧兽

医技术服务人员能力素质低。目前麟游县在岗的基

层畜牧兽医技术人员大多数都是八十年代职业中学

毕业生,知识老化,理论功底较差,业务素质不高,服

务意识欠缺,已不能适应现代畜牧业高质量发展需

要;三是科技推广投入低。全县动物疫病监测、检测

体系薄弱,防检疫基础设施落后,动物疫病诊断、预

防、监测、净化设施、设备简陋,畜牧兽医技术支撑体

系断层,严重制约畜牧业快速和可持续发展。

3 建议对策

3.1 转变养殖模式

  调整养殖模式,提倡“规范选址、科学设计、功能

完善、布局合理”的原则,扩大单元饲养规模,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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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集约化、现代化、科学化方向发展,逐步改善单一

结构,合理挖掘生产潜能,走一条既适合本地实际,

又可实现增产增收的生态型、效益型、可持续性畜牧

业发展之路。

3.2 强化良种繁育体系,提高养殖技术

  品种改良是提高畜禽质量的重要途径。要进一

步加强本地畜禽种质资源开发,增加畜禽繁育场,提

高生产能力,加大种质资源管理,确保提供的商品禽

畜健康。

3.3 提高养殖标准化水平

  对符合建设标准的规模养殖场及时进行政策兑

现,全面提高麟游县规模养殖场建设标准。相关职

能部门要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对新建的标准化养殖

场要严格审核把关,对选址、设计、布局、功能达不到

规定要求的坚决不予审批建设[3]。鼓励养殖场(户)

修订完善管理制度,严格落实人员、圈舍、车辆、消毒

等管理制度,全面消除疫情隐患,严防动物疫情发生

流行。

3.4 创新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机制

  根据现代畜牧业发展特点、农民需求和畜牧兽

医技术推广规律,积极推进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方式

创新,提高推广效果[4]。要立足麟游县畜牧产业发

展需求,通过畜牧兽医科技入户、技术人员包村联户

制度,下大力气推广核心技术,逐步形成畜牧兽医技

术推广人员抓科技示范户、科技示范户带动普通农

户的科技入户机制,提高畜牧产业发展的科技贡献

率。要利用电子农务、农业信息网、农技服务110户

等电子信息平台,推广畜牧兽医技术远程服务,及时

为农民解惑答疑;要加强与农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

校的合作,依托其技术和人才优势,解决畜牧兽医技

术推广工作中遇到的技术难题,提高畜牧兽医科技

成果转化率[5]。

3.5 加大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培训力度

  加大资金投入,有计划的对基层技术人员进行

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培训[6]。要逐步建立健全畜牧

兽医技术人员培训制度,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素质,力

争在三年内将县、乡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人员轮训一

次[7]。同时,每年要选派年轻畜牧兽医技术骨干到

省市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机构进行跟班学习。制定优

惠政策,鼓励和支持县镇畜牧兽医技术人员在岗学

习、外出考察、进修提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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