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刘一明

河北环抱京津，区位独特，兼有海滨、平
原、丘陵山地等多种地形，发展饲草业生产具
有独特的区位优势。近年来，河北省坚持以保
证粮食安全为前提，以种植业结构调整为主
线，以促进草食畜牧业健康发展和农民增收为
目标，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依托养殖
企业、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和社会化服务组
织，积极探索实施“粮改饲”有效途径，引导农
民开展种植结构调整，以张家口市塞北区、察
北区，承德市隆化县、围场县、丰宁县等北方农
牧交错带及保定市整市推进为重点扩大“粮改
饲”规模。调动农民主动发展青贮玉米、燕麦、
甜高粱、苜蓿和豆类等优质饲草料种植的积极
性，先后有3个市列为试点市、36个县列为试点
县，累计落实全株青贮玉米种植面积 719.38万
亩，完成全株玉米及优质牧草青贮 1896.34 万
吨，整市推进规模进一步扩大，取得良好效
果。“粮改饲”项目的实施，实现了种养两个环
节双赢，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种养结构调整，促进
奶业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

政策扶持 有序推进试点工作

为了有序推进试点工作，河北省坚持种养
结合、因地制宜。根据当地草食畜种、存栏量
及规模化程度，按照“为养而种、以养带种”的
思路，合理确定饲草料品种及种植面积，实现
草畜配套、就近转化。坚持整市、整县推进。
综合考虑资源禀赋、环境承载能力、消费市场
等因素，优先支持玉米种植面积大、牛羊饲养
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种植结构调整意愿强的
县，实行整县推进，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整
市推进工作；坚持规模种植。把流转土地自
种、合同订单生产等种养一体化的组织方式作
为优先支持方向，鼓励开展专业化、规模化、标

准化饲草料种植。
河北省委、省政府每年都要把“粮改饲”工

作纳入全年重点工作，并明确目标任务。为做
好“粮改饲”试点工作，早安排、早谋划、早落
实。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粮改饲”工作领导
小组，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全省“粮改饲”种
植结构调整，把“粮改饲”工作纳入省农业农村
厅重点工作之一；实行评审立项，建立项目储
备库。根据农业农村部印发的《粮改饲工作实
施方案》要求，在国家资金尚未到达省级时，河
北省每年提前开展“粮改饲”试点市、县申报工
作，组织评审专家组进行专家评议，按评审情
况排序入库，最终确定试点市和试点县（市、
区），保证资金下拨的时效性和计划任务的准
确性；及早细化分解各项指标，召开会议强力
推动。每年年初，省农业农村厅将细化后的

“粮改饲”任务计划和绩效考核目标分解到各
市和试点县，并组织召开会议宣传发动；

及时印发方案，明确项目要求。按照农业
农村部、财政部《关于做好农业生产发展等项
目实施工作的通知》要求，及时制定印发《河北
省“粮改饲”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并报上级备
案，方案明确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
试点范围、支持对象、支持环节、补助标准、补
助方式、实施程序、工作要求等。各试点市、县
按照省级实施方案要求，制定本级实施方案并
报同级政府审批后实施。

聚焦资金效益 推动项目创新

河北省有62个贫困县（10个深度贫困县），
脱贫攻坚任务重。作为产业扶贫一部分，“粮
改饲”试点资金分配每年向贫困县尤其是深度
贫困县倾斜，在土地流转、青贮料的收购、养殖
用工等方面向建档立卡贫困户倾斜，带动农户
脱贫。

为缓解养殖户收贮资金压力，省级实施方
案中明确试点收贮补贴资金到达财政后，财政

部门可以凭收储户订单收购合同协议先期拨
付部分资金。同时，继续完善金融政策，加强
与各类金融机构的协作，积极创新农业金融产
品和服务，引导和激励金融资金参与“粮改
饲”，建立信贷担保体系、“青贮贷”等，有效缓
解了收贮主体收贮时间集中、资金需求量大和
周转资金不足的矛盾。

河北省以补助资金受益对象为节点，沿着
饲草料种植面积、生产方式、产量、效益和养殖
使用效果这条主线，明确信息员，实施精准统
计，确保数据准确。资金使用管理方面，要求
严格按照各级农、财部门印发的资金管理办
法，合理确定补贴对象、标准、补助方式，严防
资金失控、任务落空，聚焦资金效益，确保资金
规范使用，政策有效落实。

强化技术支撑，积极开展适宜当地种植的
优质牧草与饲料作物品种引种试验、青贮饲料
加工质量安全控制、草食家畜科学饲喂等技术
应用示范和相关技术推广、培训、宣传等相关
工作。充分发挥河北省草业创新团队在“粮改
饲”试点工作推进过程中的科技支撑作用，保
障河北省“粮改饲”试点工作科学、有序开展。
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互联网等媒
体，开展主题突出、形式多样的宣传报道。

在“粮改饲”试点项目工作开展过程中，各
试点县总结出一批好经验、好做法，以推动项
目创新。推行循环养殖。宁晋县、固安县、围
场县等通过干湿分离、制作沼气等多种方式实
现粪污发酵还田，形成可持续的循环发展模
式，在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引入第三方资产
评估机制。滦县、鹿泉等地以政府采购方式聘
请第三方评估机构，项目单位采取自主申报的
方式，由第三方评估公司按照“一个指标、一把
尺子”的要求，对全县申报的全株青贮收贮企
业进行现场斟验，包括青贮池个数、容积、奶
（肉）牛存栏数等，对符合方案要求的项目单位
在本辖区乡镇公开栏内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
后确定为项目承担单位；整合资金。承德市围
场县整合农业项目的圈舍补贴、青贮窖补贴、

储草棚补贴、农机补贴、草牧业试点项目、农业
保险、旱作农业地膜补贴等多项资金向“粮改
饲”项目核心区倾斜，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种养收益提高 生态效益良好

据介绍，通过“粮改饲”项目的实施，试点地
区规模养殖场全部建成自有或合同流转订购的
青贮饲料种植基地，奶牛场泌乳牛100%饲喂全
株玉米青贮，肉牛、肉羊养殖开始向全株青贮饲
喂转变。奶牛饲喂全株玉米青贮日可以显著提
高产奶量，提升奶品质，公斤奶成本可以下降
5.6%，控制在1.95元左右。显著提高肉牛的干物
质采食量和肉牛的日增重，降低料重比和饲喂
成本，肉牛可提前约 30 天出栏，降低饲喂成本
16.7%；肉羊降低饲喂成本40元左右。

饲草料种植减少种植工作环节，减轻人员
劳动强度，缩短种植周期，可明显增加种植收益，
同时减轻了玉米籽粒的收储压力，避免在籽粒
玉米储存过程中产生发霉、遭鼠害等造成的损
失。青贮玉米种植户比种植籽粒玉米每亩增收
150-200元，种植效益提高17%-23%以上。

全株青贮收贮对象由过去单一的奶牛养
殖场逐步向肉牛、肉羊及专业化收贮组织转
变，使得收贮对象更加均衡。试点区域肉牛、
肉羊养殖场青贮量已经占据全部青贮量的
30%，其中隆化县一半以上的肉牛养殖转向了
饲喂全株青贮。

为减少污染，凸显生态效益，河北省积极
整合各种政策，推广适宜的发展模式。宁晋县
盛和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采用的秸秆饲喂-粪
污生产沼气-沼渣还田；固安县采取的秸秆饲
喂-粪污固液分离-发酵还田等可持续循环发
展模式，在当地均起到示范作用。秸秆“过腹
还田”转化为畜产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
活环境，促进农牧业生产良性循环，有效减少
秸秆焚烧带来的大气污染，为改善京津冀大气
条件、建设美丽河北做出一定贡献。

粪肥派上用场 花儿开得更香

山东小伙鸡棚里种月季名播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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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推进“粮改饲”种养皆受益

□□ 张广亮 文/图

在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张湾镇秦庄行政村申
海村，有一位现年 31 岁的小伙申成龙，放着城里
每月1万多元的工资不挣，执意返乡创业，将蛋鸡
养殖场和生态农业栽培结合起来，硬是将月季这
种随处可见的鲜花插在了鸡粪上，每年获得了几
十万元的好效益。

8 月 19 日上午，天下着小雨，笔者来到了申
成龙所在的月季种植场。放眼望去，一片绿海之
中，那颜色各异、千娇百媚的月季花在微风的吹
拂下，花枝乱颤，清香四溢。皮肤黝黑、身材瘦
长的申成龙热情地迎上前来，向笔者介绍起了他
的“宝贝”。

“我目前种植的月季共有十亩地面积，300多
个月季品种，如真宙、门廊绒球、黄金庆典、朱丽
叶、大游行、紫雾泡泡等，主要通过线下和网上销
售，客户遍及全国各地，价格一般在几十元到一百
多元之间，很受城乡客户欢迎。”

申成龙介绍说，他2006年在菏泽中专毕业以
后，先是到无锡市一家电子厂工作，后来又从事过
台灯代加工、藤椅编制等工作，也没能挣了钱。
2016 年，申成龙认识了一个名叫杨自刚的专家，
带他到杭州宅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打工。在这
里，申成龙跟着人家搞设施农业，学习花卉、蔬菜
等观光农业的造型、管理、布展技术。经过3年的
刻苦学习，申成龙系统地掌握了设施农业的管理
技术，跟着老师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来回穿梭，
一月能领一万多元的工资，成为村里打工族中的
佼佼者。

2019 年底，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申成龙产
生了在家创业的念头。经过多方考察，他把目光

盯在了花期长、需求量大、效益好的树状月季种
植上。

而在申成龙的父亲申传根看来，儿子放着城
里体面的工作不干，非得回家种花，纯粹是瞎胡
闹！更令申传根闹心的是，儿子竟然要他拿出钱
来，在自己的鸡棚里种花。

申传根想，月季和鸡粪，一个“香喷喷”，一个
“臭烘烘”，非得将月季插在“鸡粪”上，这不是典型
的瞎胡闹吗？因此，当儿子申成龙兴冲冲地将自
己的想法给他一说，申传根就头摇得像拨浪鼓一
样，说什么也不答应。

申传根有自己的理由：自己养蛋鸡，靠着勤劳
肯干，已经成为方圆 10 公里内有名的“鸡司令”，
养蛋鸡 7000只，每年能有 30多万元的收益，为啥
再去冒险呢？但最终架不住儿子再三请求，再加
上环保部门又再三督促他进行鸡粪无害化处理，
终于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说干就干。在随后的施工中，申传根这个种
了半辈子地的老把式，更是被儿子申成龙搞得“迷
迷瞪瞪”。申成龙在新流转的田地里新打了小机
井，在地下埋了四通八达的塑料管道，还建了鸡粪
发酵场、雨水收集坑，外边的花台上，大管、小管像
线路一样扯得密密麻麻，并将带有“滴箭”的筷子
般粗细的黑色塑料管插入每一个大花盆里，在新
搭的花棚里，吊上了一个个像小秤锤似的“喷淋花
洒”。一个月后，儿子的一番“神操作”终于有了答
案。只见儿子用手机一点，那一个个“滴箭”就自
动往大花盆里滴水，一个个“喷淋花洒”向下面排
列得密密匝匝的小花盆喷起了水雾。申传根服
了，心甘情愿地当起了儿子的帮手。

在申成龙的月季大棚里，3 个女工正忙着用
母本玫瑰枝扦插幼苗。北边的大苗台上，一棵棵

绿油油的月季大苗正茁壮成长。
申成龙的父亲申传根介绍说，他们在大棚里

设有定时器，1.5万盆月季可同时浇水。
申成龙说：“这么大的种植量，要是人工浇水，

一是水量比较大，二是不均匀。有机肥经过发酵
净化处理以后，经过稀释会进入液池。通过手机
物联网，只要我操控一下手机开关，通过主管，分
管，就会把有机肥养分送入花盆中。我有检测笔，
可以精确地测量花卉土壤中的营养总离子浓度和
酸碱度。比如今天需要多少施肥量，我们都可以
通过一个精准的检测，检测池中液体的养分，缺多
少我们补多少，达到最适合的施肥量。”

树状月季种出来了，但是，利用鸡粪种植出来
的月季，人们认账吗？销售情况又是如何呢？

申成龙说：“像这种中大苗，销售价格是 35
元，树状月季，价格一般是 80-150 元之间。一些
稀缺的品种，价格会更高一些。小苗，价格一般在
4-8 元之间。我们树状月季的销量，大概是
3000-4000 盆，小苗的话，大概在 10 万盆左右，一
年收益几十万元是有的。”

碰巧高家村搞酒店专供的董美英前来订花，

谈起申成龙的树状月季来，那是赞不绝口：“他的
月季会变色，一年四季都开花，香味特别浓，比较
受欢迎。”

在申成龙月季棚的南边，是父亲申传根的蛋
鸡棚。但见一只只蛋鸡在东张西望，下面的蛋槽
里，鸡蛋很多。申传根介绍说，目前鸡蛋行情一路
走高，他想等两天再卖。

申成龙说：“目前蛋鸡还有3000只，当时污染
还是比较严重的，粪便没有地方排。堆积的话，气
味比较大。通过堆肥发酵，完全腐熟，没有气味，
可以在网上销售。也可以做一些液体肥，冲施到
花卉中。目前我们用的滴灌技术，每盆花卉通过
精准的滴灌施肥，保证它的营养充足。鸡粪肥力
好，目前网上许多花友在找有机肥，我们有鸡粪，
比较适合花卉种植。我们用不完的鸡粪，计划通
过电商的模式，销售到千家万户。目前我们正在
进行菇渣与鸡粪混合，作为花卉的肥料，让肥力更
加持久。”

谈到下一步的打算，申成龙说，秋季就要进行
母本栽培，扩大规模，丰富品种，一年四季不间断
生产，以满足更多客户的需要。

在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通滩镇金银村，肉牛养殖大户赖厚勇把秋收后农民剩下的秸秆收购
起来加工成青贮饲料，省了饲料费用，肉牛产生的粪便通过有机肥设备加工后直接还田，周边村
民的稻田和菜地也不再为有机肥发愁了。图为赖厚勇在察看肉牛生长状况。

周超文 刘小卷 摄

玉米秸秆喂牛 环保节本增收

申成龙（右）在月季田给客户讲解。

□□ 本报记者 韩超 刘一明

吕顺燕，2000年毕业于云南省畜牧
兽医学校畜牧专业，工作20年来一直在
基层从事畜牧兽医工作。

2018年10月下旬，与云南省东川区
相邻的昭通市镇雄县牛场镇、贵州省毕节
市的赫章县和七星关区先后发生非洲猪
瘟疫情。东川区作为昆明市的北大门，而
且辖区内的金东大桥是出滇入川的通道，
全区的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形势异常严峻。

2018年10月23日晚上8点半，吕顺
燕接到通知被抽调到东川区非洲猪瘟
防控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承担非洲猪瘟
防控的系列工作，当晚就必须到位。疫
情就是命令，她放下电话就立即赶到指
挥部办公室。“从那一刻起，我在心里已
经把自己当成了防控非洲猪瘟的士兵，
力争尽职尽责参与这一场硬仗。”吕顺
燕说。

抽调到区非洲猪瘟防控应急指挥部
办公室后，吕顺燕先后结合地方实际完
成防控工作方案、防控工作责任书、动物
卫生监督公路临时检查站畜禽车辆查验
意见、畜禽运输车辆备案须知、致全区养
猪场（户）的一封信（泔水饲喂的危害）等
等材料的拟定、下发工作，并提出防控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工作建议。

为加强防控宣传力度，正确引导稳
定养殖户情绪，吕顺燕积极拟定非洲猪
瘟防控知识明白卡、负责印制和发放1.8
万份非洲猪瘟防控告知书、用LED屏滚
动播放防控宣传标语、将非洲猪瘟防控
知识制作成 PPT 在区农业农村局组织
的培训会上对各成员单位的联络员、领
导、乡镇兽医站人员进行讲解，利用春秋两季防疫、进村开展
扶贫和下乡产业督查等时间对村级动物防疫员、57 家养殖
场、100余户散养户、部分村干部进行详细的介绍。让广大群
众认识和了解非洲猪瘟是什么、泔水有哪些危害、如何主动防
控非洲猪瘟、运输畜禽车辆如何备案等内容，营造正确的舆论
氛围，避免不知情而产生不必要的恐慌情绪。

深入一线流调和采样，吕顺燕巾帼不让须眉。为做好防
控工作，区、级、村三级畜牧兽医人员通力协作，全员处于战备
状态，当接到乡镇或村民打来的疑似疫情举报电话时，无论是
正常上班时间还是下班时间，吕顺燕与区动物疫控中心的同
事们均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深入农户家开展详细的流行病
学调查，并对疑似的病畜进行全血、口腔棉拭子采集。虽然外
表上吕顺燕看上去像是一个矮小的弱女子，但在处置疑似疫
情时，她也会穿上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拿起手术刀，对病死畜

“开堂破肚”，详细观察内脏是否有病变，并采集相应的组织样
品。2019 年 8 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吕顺燕接到了 2 起疑似疫
情举报电话，她和同事调查完北边乡镇的一个村后又跑到南
边另一乡镇的村组进行调查，往返100余公里，从下午工作到
晚上22点。2019年9月中旬的一天凌晨，她接到单位领导打
来的电话，说是屠宰场入场查验时检出疑似阳性的猪只，她立
即赶到现场，对运输车辆内的 22头猪只重新进行血样采集，
并在生猪定点屠宰场的实验室再次进行PCR检测，等待检测
结果出来时已是早上6点钟，返回单位后洗把脸，继续第二天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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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上林县
发展种养产业 助力脱贫攻坚

近年来，广西上林县通过大力发展稻虾综合种养、生态鸡
等产业，扎实推进产业促脱贫工作，扶贫成效明显。2016年以
来，培育创业致富带头人 564 人，带动贫困户 9827 人。截至
2019年底，全县共筹集5.86亿元用于农业产业生产发展项目。

目前，全县有 26 个合作社（公司）参与养殖，流转土地
1.16万亩，其中发展鱼塘、“稻虾共作”和“荷虾共作”等水产养
殖面积达 8000亩，年产值超 5000万多元，带动建档立卡贫困
户512户1797人。

上林推行“公司+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贫困户”的扶贫产
业发展模式，在全县13个贫困村建设自动化生态鸡养殖项目
发展贫困村生态鸡特色养殖。目前，全县蛋鸡养殖 16万羽，
带动贫困户 321户，为项目所在贫困村村集体经济增收 24万
元；生态鸡养殖 65万羽，带动贫困户 246人户，为项目所在贫
困村村集体经济增收133.4万元。

同时，引进肉牛养殖龙头企业，采取“龙头企业+金融+合
作社+贫困户”的产业发展模式。目前，全县有肉牛养殖合作
社 59 个，发展肉牛养殖 7806 头，带动贫困户 3308 户，覆盖了
全县2015年底识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的16.04%，已给1489户
参与合作社发展产业项目的贫困户发放产业收益金共
767.308万元，村集体经济分红总计188万元。 蓝海通

河南畜牧业生产良性发展

在非洲猪瘟疫情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河南畜牧业
发展态势如何？近日，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畜牧处处长高永革
介绍说，今年以来，河南畜牧业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供给有序。

家禽生产基本稳定，今年上半年，全省家禽存栏 6.89 亿
只，出栏4.5亿只，禽肉产量60.7万吨，禽蛋产量196.3万吨，分
别增长1.3%、1.8%、2%、1.2%。筹建、在建、建成禽类养殖项目
17 个，全部投产后将新增蛋禽 852 万只，年出栏肉禽 3200 万
只。同时，牛羊生产势头良好，今年7月底与今年4月底相比，
河南省 6 个肉牛监测县年出栏 50 头以上规模场，数量由 204
个增至216个，存栏数量由51257头增至53100头；8个肉羊监
测县年出栏 100只以上规模场，数量均为 216个，存栏数量由
50785头增至 56800头。今年，河南省计划新建畜位 500头以
上的肉牛场达 97 个，其中出栏 5000 头以上的肉牛场 5 个，新
建年出栏5万只以上的肉羊场有4个。

奶业生产稳步发展，当前，兰考县、平舆县、宝丰县、叶县、扶
沟县等地一批新建的奶牛养殖场，预计可新增畜位5万个。今年
上半年，全省奶牛存栏总量达34.2万头，同比增长3.3%。参测奶
牛平均日产奶量，由29.6公斤提升至31公斤。 孙高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