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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从定西市放养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当前行业现状和发展方向、所属标准体系情况、
放养鸡发展存在的问题几个反面进行分析,提出了定西市放养鸡养殖技术对策,为定西市放养鸡养

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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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free-range
 

chicken
 

farming
 

in
 

Dingxi
 

City,
 

the
 

curr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industry,
 

the
 

status
 

of
 

the
 

standard
 

system,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free-range
 

chicken.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the
 

technical
 

countermeasures
 

of
 

free-range
 

chicken
 

breeding
 

in
 

Dingxi
 

City,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free-range
 

chicken
 

breeding
 

in
 

Dingx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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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膳食要求

愈加严苛。从百年前的果腹到吃饱,再到现如今的

吃好,畜牧业作为最古老的职业之一,更应坚持新发

展理念,紧扣大众需求,生产更具营养、更高端的畜

禽产品。当然也要结合当地传统消费习惯,譬如北

方喜牛羊、沿海钟意海鲜等。

1 必要性和可行性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草牧业发展,制定出台

了“粮改饲”“高产优质苜蓿”等一系列扶持政策;省
委、省政府实施现代丝路寒旱农业优势特色产业三

年倍增计划行动,对草牧业的支持实现了由单一性

扶持向综合性扶持的转变,甘肃省第十四次党代会

提出“以养殖业牵引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方

略;定西市委、市政府出台了《支持畜牧业高质量追

赶发展的若干措施》,在生产体系、良种体系、饲草体

系、加工体系、市场体系、融资体系“六大体系”方面

出台扶持政策,自上而下优越的政策环境,为发展畜

牧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近年来,定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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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举全市之力精心打造“中国西部草都”发展战略,
使全市草牧业发展走出了一条“立草为业、草畜并举,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全市紫花苜蓿等多

年生牧草留床面积20万hm2,放养环境适宜,加之全

市工业化程度较低,生态环境优异,放养鸡产业“底子

好”;区位优势而言,定西距省会兰州较近,产品销售

便捷高效。因此,基于定西市优质种鸡养殖基础,充
分利用田间、荒山荒坡、果园、林地等场所进行散养,
通过自由采食,呼吸林间新鲜空气,饮用无污染的水,
逐步提升放养鸡产品质量。同时,放养鸡因鸡舍建设

简易投资小、减少疾病发生、生产成本低和产品售价

高,养殖收益明显较高,且可大大减少对周边环境的

污染,适应社会发和市场需求,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但我省规模化放养鸡养殖处于起步阶段,饲养管理不

规范,总体生产性能不高,产业化程度低。加快当地

放养鸡的养殖步伐,规模化饲养,标准化生产,市场化

经营是放养鸡产业必由之路。

2 当前行业现状和发展方向

2.1 定西市农户畜禽养殖结构

2021年定西市畜禽存栏为8
 

027
 

000头(只),
其中牛、羊、猪、鸡、其他畜禽存栏分别占畜禽总存栏

的6.2%、17.3%、8.9%、65.5%、2.1%。2020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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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畜禽存栏为11
 

069
 

000万头(只),其中牛、羊、猪、
鸡、其他畜禽存栏分别占畜禽总 存 栏 的5.1%、
14.8%、8.1%、70.7%、1.3%。

分析结果显示,与2021年全市同期畜禽存栏相

比,2022年牛、羊、猪存栏占比有所下降,鸡存栏占

比大幅度增加。
2.2 定西市养鸡业发展现状

2.2.1 定西市养鸡业养殖现状 2022年定西市7
个县(区)鸡存栏量7

 

825
 

800万只,安定区鸡存栏

1,424
 

500万只、通渭县鸡存栏918
 

100万只、陇西

县鸡存栏1
 

607
 

400万只、临洮县鸡存栏1,205
 

800
万只、渭源县鸡存栏

 

2
 

080
 

000万只、漳县鸡存栏

350
 

000万只、岷县鸡存栏240
 

000万只。
2.2.2 规模化养殖场养殖情况 全市蛋鸡存栏

2
 

000只以上规模养殖场360家,存栏达34
 

430万

只,主要集中在安定、渭源、陇西;年出栏肉鸡10
 

000
只以上的规模养殖场84家,肉鸡年出栏达141

 

300
只,主要分布在渭源、临洮。

图1 2022年全市鸡存栏分布情况

2.2.3 规模以下养殖户养殖情况 定西市2
 

000只

以下规模以下蛋鸡养殖户约98
 

995户、其中专业户

约4
 

229户,存栏量达1
 

823
 

100万只,主要分布在安

定、渭源、通渭等县区,一般以散养户为主,养殖规模

一般在10只左右;10
 

000只规模以下肉鸡养殖户约

137
 

161户(其 中 专 业 户 约8
 

388户),出 栏 量 达

1
 

146
 

900万只,主要以专业户为主,养殖数量一般在

1
 

000只左右。主要分布在通渭、陇西、岷县等县区。

3 放养鸡发展存在的问题

尽管也有一些经营主体尝试放养鸡养殖,但由

于自身条件限制或是意识不到位,还存在诸多问题。
3.1 养殖方式落后

一是产业化经营程度不高。主要体现在散养农

户将放养鸡养殖以“副业”待之,在投入方面有很大

欠缺,导致群体规模上不去、配套设施上不去。二是

规模化程度不高。主要体现在大型散养鸡场存量极

少,多以小而散的农户为主,养殖多以自用为主。三

是专业化程度不高。多以放任饲养为主,对饲料没

有统一标准,没有根据鸡只生长阶段和营养需求分

区分片饲养,缺乏现代科技手段。
3.2 饲养环境卫生状况差

一是鸡场布局不科学。部门业主将鸡场依地势

而建,没有将环保因素考量其中,有悖美丽乡村建

设,同时一些业主防疫意识较差,不能定期对环境进

行消杀,致使鸡群感染疫病几率增加。二是圈舍简

陋。由于西北气候多变,特别是季节更替时昼夜温

差大,很多养殖业主没有配套可调节温度的棚舍,导
致鸡苗死亡率增加。
3.3 疾病较多

鸡群是极易感染疫病的禽类,虽然散养鸡较圈养

鸡抗病能力有所提升,一旦业主忽视集中免疫或将导

致疫病侵袭,这些因素使养殖成本增加,风险提高。
此外,如在散养区不设防致使一些染疫动物侵入,也
或将造成鸡群发病,带给养殖户不必要的损失。
3.4 资源利用率低

首先是土地利用率低,主要由于经营业主没有

长远规划,常常出现场大鸡少的现象,造成有限土地

资源无端浪费;此外,鸡群粪便不能及时处理,在造

成环境污染的同时,浪费了大量的有机肥料。

4 发展对策

利用林地、草场、果园、农田等资源发展放养鸡,
以规模化饲养、标准化生产、市场化经营为主导。一

是出台扶持政策,鼓励引进优良散养鸡品种,将荒山

撂荒地利用起来,大力推动散养鸡产业壮大发展;二
是当地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牵头,主导规划解学选址,
指导业主配套必要设施设备,制订符合当地县情民

情的集成技术体系,强化动物防疫手段;三是打造地

方品牌,强化线上线下市场体系建设,鼓励业主进军

高端肉制品市场,指导农户链接辖区种植户,鸡粪进

行无害化处理后返田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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