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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促进邓马营湖畜牧业又好又快发展,解决畜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实地走

访、调查研究与指挥部分管领导和畜牧站干部交流等方式,对邓马营湖指挥部畜牧业发展情况进行

了全面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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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promote
 

the
 

sound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in
 

Dengmaying
 

Lake
 

and
 

solv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animal
 

husbandry.
 

We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n
 

the
 

de-
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in
 

Dengmaying
 

Lake
 

Command
 

through
 

on-site
 

visits,
 

investigations
 

and
 

studies,
 

and
 

exchan-

ges
 

with
 

leaders
 

of
 

the
 

command
 

department
 

and
 

cadres
 

of
 

the
 

livestock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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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马营湖畜牧业发展现状

凉州区邓马营湖生态建设指挥部地处腾格里沙

漠腹地,与古浪县、民勤县、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接壤。
近年来,邓马营湖生态建设指挥部紧紧围绕沿沙特

色产业带建设,聚焦“调结构、育产业、促增收”,坚持

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大力发展饲草业、草食畜牧业。
鼓励群众大力发展养殖业,把发展养殖业作为优化

产业结构,增加群众收入的重要手段。

1.1 养殖发展现状。
截止2023年底,邓马营湖指挥部辖区存栏肉牛

2
 

132头、奶牛20
 

851头,羊1.3万只、鸡3
 

200羽,
牛羊鸡出栏量分别达到4

 

500头、羊8
 

900只、2500
羽。主要由三大区域构成,一是邓马营湖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奶业)。该产业园是集奶牛养殖、乳品

生产、饲草种植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园区占

地1.33万hm2,已建设存栏奶牛万头的3个现代牧

场。截止目前,园区存栏奶牛20
 

851头,日产鲜奶

2
 

66
 

t。二是万头肉牛养殖场。该养殖场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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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6
 

hm2,规划建设养殖生产区、生活管理区、粪
污处理区等,建成后可年存栏肉牛10

 

000头。目前

建成养殖牛棚40栋,存栏肉牛820头。三是移民养

殖小区。该养殖小区共建成养殖暖棚1
 

577座(牛
棚567座、羊棚1

 

010座),每棚圈舍面积128
 

m2,运
动场面积128

 

m2。现有养殖户140户,其中:牛羊

均养殖户数53户,养牛(场)户78户2
 

132头,养羊

(场)户120户1.3万只。

1.2 饲草料保障情况

邓马营湖境内现有以玉米、优质牧草为主的种

植耕地0.52万hm2;其中种植玉米0.42万hm2,紫
花苜蓿800

 

hm2,中药材20
 

hm2,年可生产优质饲

草28万t。与邓马营湖相邻的民勤南湖有饲草种植

耕地0.57万hm2、古浪土门等地有饲草种植耕地

0.33万hm2,年可提供优质饲草近50万t。邓马营

湖及周边年可提供优质饲草约80万t,为邓马营湖

发展畜牧业提供了可靠饲料保障。

2 邓马营湖畜牧业发展特点

2.1 养殖畜种复杂

邓马营湖奶牛养殖以优质高产进口荷斯坦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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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肉牛养殖品种有西门塔尔肉牛、黑牛、嘎娄子

牛(俗称嘎里巴),目前肉牛重点示范推广西门塔尔,
约占肉牛养殖量的85%。羊品种主要有湖羊,寒
羊,杜波,青 海 滩 羊 等,湖 羊 约 占 肉 羊 养 殖 量 的

80%。鸡的养殖量不大,以三黄鸡为主,主要是家庭

少量笼养,供家庭个人消费。此外,还有少数农户养

殖鸵鸟,主要以出售鸵鸟蛋为主,可以食用,也可作

为彩蛋工艺品,市场销售良好。

2.2 养殖模式多样

经过政府引导和养殖户多年探索实践,移民养

殖小区内形成了不同的养殖和运营模式。一是企业

租赁,合作社入股,社员分红模式。二是农户入股合

作社养殖模式。三是农户独立养殖模式。四是托管

养殖模式。

2.3 适宜的发展体系

邓马营湖养殖全部集中在政府统一新建的养殖

小区,距离居住区3
 

km以外,防疫隔离条件良好。
规划布局上,水电路设施完善,圈舍为暖棚,建设有

运动场、堆粪场、饲喂通道和投料槽。目前已逐步形

成了合作社、农户、公司共同参与、政府扶持、畜牧兽

医技术人员包抓服务、专家指导培训为一体的畜牧

业发展体系。

2.4 地域品牌效应初显

随着养殖户对畜牧养殖重要性以及国家扶贫产

业发展政策认识的不断增强,邓马营湖优良畜种的

推广和更新换代,养殖技术的不断优化,畜禽商品品

质的不断提升,以及对邓马营湖羊羔肉长期的宣传,
邓马营湖羊羔肉的知名度、地域品牌影响力不断提

升,目前已远销全国各地。

3 邓马营湖生态畜牧业发展优势

3.1 环境条件优越

邓马营湖养殖场户拥有天然的沿沙隔离带,疫
病防控条件好、环境污染因素少,养殖场户环保意识

强,畜禽养殖业生产以设施养殖方式为主,土壤、水、
空气洁净度高,发展高品质特色养殖产业具有良好

的生态条件。

3.2 养殖业发展基础好

区域内畜禽养殖场户达到198户,养殖量达到

39
 

183头只。有大型现代化奶牛养殖企业2家,荣
华农业公司奶牛场和嘉立荷甘肃牧业公司,是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区。建成已投产设施配套齐

全,年存栏5
 

000头肉牛大型养殖场。在移民区实

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建设了设施化程度高同时水

电路网等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养殖小区。

3.3 饲草资源丰富

邓马营湖境内现有以玉米、优质牧草为主的种

植耕地0.52万hm2;其中种植玉米0.42万hm2,紫

花苜蓿800
 

hm2,中药材200
 

hm2,年可生产优质饲

草28万t。与邓马营湖相邻的民勤南湖有饲草种植

耕地0.57万hm2、古浪土门等地有饲草种植耕地

0.33万hm2,年可提供优质饲草近50万t。沿沙区

地域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且全部属于井水灌溉

区域,田间灌溉设施完善,建成了智能化数字化远传

灌溉系统,又有大型优质企业荣华、嘉立荷提供优质

粪肥发酵还田,饲草品质高、产量大。

4 邓马营湖生态畜牧业发展的问题

4.1 养殖户内生动力不够强

少数搬迁来的养殖户思想上存在“等、靠、要”的
想法,认为自己搬迁后发展产业政府肯定会有补贴,
一提到发展养殖业,就问政府有没有补贴,政府没有

补贴自己就不搞养殖。此外,今年以来养殖业市场

低迷、畜禽价格下滑、饲料价格上涨,养殖户出现亏

损的情况,导致养殖户补栏进畜发展养殖业的积极

性不高。

4.2 养殖和管理技术粗放

养殖人员多数为不能外出务工的在家老人,文
化素质较低,养殖观念较落后,接受新技术新理念新

知识的能力不强,生产经营管理水平不高,养殖技术

跟不上,管理粗放,防疫意识普遍不强,产仔率低,羔
羊死亡率较高,导致养殖效益不高,一定程度上也制

约了畜牧产业的发展。

4.3 专业技术力量不足

目前邓马营湖指挥部有畜牧站工作人员1人,
村级动物防疫员2人,专业技术人员数量远远满足

不了开展畜牧技术推广、动物疫病防控、动物检疫、
项目实施等畜牧兽医工作需求。

5 邓马营湖生态畜牧业发展对策

5.1 科学制定产业发展规划

按照“畜禽良种化、养殖设施化、生产标准化、防
疫制度化、粪污处理无害化”的要求,在深入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高起点高标准研究制定邓马营湖区畜

牧产业发展规划,制定邓马营湖奶产业、肉牛产业、
羊产业发展行动目标,提出近期、中期、远期发展目

标,为推动湖区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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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加大产业发展扶持力度

一是广泛宣传区级农业产业发展奖补政策,鼓
励引导养殖户新建、扩建养殖场、引进优良种畜、适
度扩大养殖规模,指挥部积极推荐申报相应的奖补

政策,提高养殖户生产积极性主动性。二是充分利

用现有的养殖暖棚,采取“先买后补”方式,动员群众

购进牛羊,以户为单位一次购买3头基础母牛(西门

塔尔)为标准,给予一定资金奖补。引进羊只采取

“14+1”(14只湖羊种母羊+1只湖羊种公羊)的模

式,政府按照模式数量给与补贴,激发群众内生

动力。

5.3 盘活闲置养殖暖棚

积极探索“企业+集体经济合作社+农户”发展

模式,引进有实力的养殖运营企业,整合农户闲置的

养殖暖棚,通过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方式将养

殖暖棚出租,企业每年支付租赁费,由企业统一经营

发展养殖,既可以有效利用闲置养殖暖棚,发展壮大

畜牧养殖,又可以增加农民收入。

5.4 强化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

一是加强畜牧站管理,提升动物防疫检疫能力,
加强动物疫情测报工作,提高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反应

能力,严格落实养殖场封闭管理制度,全面落实动物

防疫和日常消毒制度,督促做好病死畜无害化处理工

作,加强对引进畜禽的监管。二是做好村级动物防疫

员培训管理和养殖场户动物防疫责任人的培养工作。
三是做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以口蹄疫、高致病

性禽流感、小反刍兽疫等为重点开展免疫,构建有效

免疫屏障,确保应免畜禽免疫密度达到100%,抗体有

效保护率常年保持在90%以上。四是做好人畜共患

病防治工作,重点做好布病、结核病等人畜共患病的

免疫、监测和奶牛“两病”检测净化工作。

5.5 完善产业技术体系

一方面依托区上组建的牛羊猪鸡草专家服务团

队,运用适合邓马营湖环境条件的先进科研成果,加
大品种改良示范力度,推进品种更新换代。另一方

面依托已有的区镇村三级推广指导体系,组织技术

骨干,深入养殖小区,根据各个区域和养殖单元的不

同饲养模式,制定相适应的生产规程、育肥管理、繁
育扩群、绿色种养、疫病防控的精准管理规程。利用

冬闲时间,从养殖场的规划设计、圈舍建造、设施配

备、品种改良、饲料使用、疫病防控、粪污处理等方面

着手,强化养殖场户科技培训指导工作,对养殖户开

展多层次、系统化培训,全面提升养殖户标准化生产

技术水平。

5.6 加快发展饲草产业

依托牛羊规模养殖场和饲草加工企业,采用窖

贮、袋贮、堆贮和裹膜青贮等方式,大力推广玉米全

株青贮和苜蓿裹包青贮技术,全力支持甘肃亚盛田

园牧歌800
 

hm2优质苜蓿生产基地建设,发展壮大

邓马营湖约0.53万hm2饲草基地,为奶产业发展

提供充足优质饲草保障。

5.7 拓展产业营销渠道

一是稳定传统销售。动员区内畜产品购销经纪

人积极参与牛羊购销,扩大购销从业人员规模,发挥

好客商收购主渠道作用。二是扩展电商市场。加强

电商服务站点从业人员培训,逐步提升从业人员的

营销能力和服务水平,示范带动周边农户特别是返

乡创业青年、创业大学生发展电商。三是搭建直销

平台。支持有条件的经销企业和经销能人在一、二
线城市超市居民小区开设专柜,专营“邓马营湖·长

城”特色牛羊肉。

5.8 运用综合措施打响产业品牌

一是加强产品品质监督。加大畜产品生产全过

程监管力度,建立覆盖全部养殖牛羊的可追溯可查

询品种生长档案和大数据库,加快产品质量安全追

溯管理信息平台建设。二是高标准办好节会,扩大

以长城羊羔肉为代表的“凉州羊羔肉”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推广“凉州黄白花牛”优势产品。三是走出去

参加展会,积极组织经营主体参加“兰洽会”“甘肃农

博会”“成都农博会”等国内外专业展会,展示宣传推

介牛羊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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