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李晓波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近年来，新疆阿克苏地区结合实际积
极探索畜牧业发展新路径，持续推动畜牧
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养殖效益，让更多群
众通过发展畜牧业加速“犇”向致富路。

阿克苏地区乌什县依托种源优势、
品牌优势和技术优势，实现畜牧业向规
模化、集约化、标准化方向发展。近日，
在新疆犇一畜牧有限责任公司，记者看
到宽敞明亮的现代化牛棚以及饲草青贮
池、草料棚等完善的养殖设施。

“目前公司每年养牛 500多头，销往
广州、成都、重庆还有云南等地。”新疆犇
一畜牧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段羽雨介
绍，公司正在扩大养殖场规模，逐步形成
种牛繁育、养殖、销售、有机农产品一体
的经营模式。

阿克苏地区柯坪县也通过发展畜牧
业实现富民兴村。2023年，在湖州市援疆
指挥部牵线搭桥下，浙江牧源牧业有限公

司来到柯坪县投资发展湖羊产业，注册成
立新疆幸康牧业有限公司。“我们将繁殖
后的湖羊发放给村民养殖，达到出栏标准
后再收回销售。”新疆幸康牧业有限公司
（柯坪县湖羊产业园三期）总经理毛福军
介绍，为确保养殖效益，公司会定期组织
开展技术培训，及时将最新最优的养殖技
术传授给村民。“目前，我们的湖羊养殖规
模达 10 万只，每年出栏 15 万只，收益达
5000万元，可带动周边 100余人就业，人
均收入达3000元以上。”毛福军说。

阿克苏地区正在持续推动畜牧业扩
群增量，推进畜禽标准化养殖，科学合理
确定主导产业布局和规模，打造一批以
有机羊肉、高端牛肉、绿色乳品、特色珍
禽为代表的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截至
目前，共培育地区级畜牧龙头企业 27
家、农联体 9家；规范建立畜产品精深加
工企业 13 家，注册商标 39 个；成功创建
国家级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 4 家、国
家级合作社 3 家，畜牧业扩量增效行动
成效显著。

新疆阿克苏地区
畜牧业扩群增量交出好成绩

行业动态

6 养殖市场
2024年1月12日 星期五

编辑：雷少斐 新闻热线：01084395149 E-mail：nmrbxmyyy@126.com

产业聚焦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春植

记者近日获悉，全国首部长江生态
主题新国风动画电影《江豚风时舞》将于
2024年1月20日上映。影片聚焦江豚生
存困境，讲述了江豚仙子与人类男孩共
同拯救江豚一族的故事，唤起大众对长
江生态保护的关注与重视。

长江江豚是比大熊猫更稀少的动
物，是长江特有淡水鲸豚类哺乳动物，也
是长江生态环境质量的指示性物种。在
过去几十年里，由于栖息地缩小等原因，
江豚种群数量快速衰减，一度难觅踪

迹。近年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
保护法》正式实施和长江航道治理、保护
区建立、十年禁渔等一系列政策施行，长
江流域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微笑天
使”江豚更加频繁地出现在江中。

《江豚风时舞》以民间传说“江豚拜
风”为灵感，描绘了鄱阳湖和长江交汇的
湖口石钟山所发生的神话故事，传递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爱主题。影片以古
壁画绘画风格为灵感，设计的江豚形象
浪漫优美、生机勃勃，片中还多角度呈现
了长江沿线优美风景，包括仙女庙、鞋
山、庐山远景、鄱阳湖等景点。

动画电影《江豚风时舞》即将上映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雷少斐

冬季是小龙虾消费淡季，黑龙江省密
山市裴德镇东胜村养殖户石延博却依然
忙碌着。前不久，在当地镇政府和黑龙江
省科学技术协会挂职干部的帮助下，他成
功注册了“石延博”小龙虾品牌商标，又忙
着设计寒地小龙虾产品包装、宣传海报，
为2024年的小龙虾销售做准备。

2021 年开始，黑龙江省大规模推广
寒地小龙虾养殖，到 2023 年共推广了两
百多万尾。由于北方昼夜温差大，生长出
的小龙虾个头大、肉质饱满鲜美，加之上
市时间与南方错开，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石延博和其他养殖户们收获了寒地
小龙虾养殖第一波红利，也看到了更大

市场需求。目前黑龙江省各地正在推广
寒地小龙虾“公司+订单”的经营模式，还
通过博览会、美食节等平台推介寒地小
龙虾产品，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2023
年 11 月举办的首届中国（黑龙江）国际
绿色食品和全国大豆产业博览会上，寒
地小龙虾就吸引了参展商和市民的广泛
关注。

面对良好的市场前景，裴德镇政府
和养殖户们也在探索寒地小龙虾养殖的
更多可能。“我们去年特意留了一些成品
虾，研究小龙虾越冬和繁衍情况，探索如
何实现寒地小龙虾安全越冬。”黑龙江省
科学技术协会“助力乡村振兴千人行动”
挂职干部、省科技馆公众服务部部长付
森说。

黑龙江
寒地小龙虾力拓错季市场

□□ 朱海丽

近日，在河南省洛阳市伊滨区寇店
镇杨裴屯社区的农禾源智慧生态虾菜生
产示范基地养殖棚内，一股股热浪迎面
扑来。墙上悬挂的温度计显示，该棚内
温度已高达 38℃，养殖池水温 28℃。16
个圆形养殖池内水泡翻滚，工作人员正
忙着往养殖池中投放饲料。

“这批虾品质很不错，成熟的虾个头
大，一斤有 30 只左右，肉质还很鲜嫩。
现在咱们棚里的虾正处于生长期，预计
春节前夕，首批养殖的 7个养殖池内，大
约 30 万尾虾可以上市。”基地负责人一
边说一边撒网下去，一只只活蹦乱跳、长
约5厘米的南美白对虾被收入网中。

据悉，2023年 6月，农禾源智慧生态
虾菜生产示范基地项目落户洛阳现代农
业科技示范园区。8月，项目一期1个养

殖棚、16 个养殖池建设安装到位。采用
“生物培育海水技术”，10 月底把井水成
功调配成适宜南美白对虾生长的海水环
境，首批投放约70万尾虾苗。

目前，该基地养殖的南美白对虾正处
于生长中期，每日从早上6点至晚上10点，
养殖技术人员科学配比饲料，每4小时投
喂一次，还要进行4次水质检测。

南美白对虾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
食用价值，从中提取的虾青素还具有抗
氧化、延缓皮肤衰老的作用，受到消费者
的欢迎。“虾苗投放后不久，我们就收到
了周边多个地市的订单。虽然虾还在生
长期，我们已经卖出 3 池了。”基地负责
人告诉笔者，按目前的养殖规模，每年可
产南美白对虾 30 吨，销售额约 200 万
元。首批虾上市后，基地还将继续扩大
养殖规模，再增加 9个生态养殖棚，推广
智慧生态养殖模式。

河南洛阳市
大棚对虾将在春节前火热上市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瑞雪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近期，全国畜牧总站在北京召开“黄
河流域草牧业高质量发展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年
度总结交流会，组织专家对承担任务单位开展的工
作进行考核，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专家组查阅资
料、听取汇报并进行了质询和讨论，一致认为，草牧
业技术集成与示范工作有序推进，成效初显，达到
了预期目标。

聚焦卡点，技术模式趋于成熟。黄河上中下游
特点不同，示范点突出地方特色，聚焦区域卡点，集
成示范技术。如针对黄河源头区优质豆科饲草资
源缺乏的现状，青海湟源示范点示范推广饲用小黑
麦和豌豆混播与地力提升技术；针对黄河中游丘陵
沟壑区地瘦、肥力差、缺水的问题，陕西榆阳示范点
示范推广旱地苜蓿高效增产技术；针对河套平原东
套区沙地种植苜蓿保苗难、水肥管理粗放的问题，
内蒙古磴口示范点示范推广沙地苜蓿高效建植与
浅埋滴灌节水技术等。目前 6 个示范点已示范较
成熟、可复制的技术模式25项。

突出示范，综合效益初步显现。草牧业是集
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各
示范点边建设边示范，通过核心样板田（场）示
范、现场技术培训和观摩、专家专题讲座、线上平

台直播等途径，为基层技术人员、种养大户、家庭
农场、农民合作社、种养加工企业等提供技术培
训，并编制发放技术手册，扩大了示范基地的辐
射带动作用，发挥了草牧业的生产和生态功能。
山东以昌邑示范点为核心，打造草牧业技术示范
样板，引领建立黄河三角洲草牧业全链条技术推
广服务模式。

重在合作，联动机制逐渐形成。草牧业发展是
一项涉及多领域、多部门的综合性系统工程。示范
点以“黄河流域草牧业高质量发展技术集成与示
范”项目为抓手，发挥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的科研
团队技术优势，结合地方畜牧技术推广单位统筹协
调能力，广泛吸纳草牧业经营实施主体积极参与。
河南兰考示范点建立了“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
合作框架，保障了相关技术在示范企业顺利落地；
甘肃环县示范点成立“政研学企”联动的项目技术
小组，通过左右联动、上下结合，让技术落地到农户
手里。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组织实
施好项目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指示批示的具
体行动；从全产业链角度出发，按照“缺什么、补什
么”的原则，运用工程思维精准谋划，系统开展技术
集成与示范；按照“一点一策”要求，利用好专家资
源，针对性开展技术培训等工作。

“黄河流域草牧业高质量发展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成效初显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周阳

近日，在山西武乡县涌泉乡，记者看到田地上的玉
米秸秆正在被养殖企业的秸秆打包机收进机器尾部容
器内，经过挤压捆包后，变成了一包包结实的秸秆方包，
车辆有序地把它们拉走后，田地变得整洁干净。当地农
民告诉记者，这是当地响应“秸秆变肉”号召之后才有的
新景象。

记者随着秸秆拉运车辆来到了山西大良鑫海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这里，一头头肥硕的育肥牛
正探出头来进食，它们所吃的饲料正是经过发酵处理的
那些捆包草料。

鑫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鹏飞说：“以往，人
们秋收后找不到合适的办法处理秸秆，只能就地焚烧，
不光浪费资源，还污染空气。现在我们把秸秆回收回来
变成饲料，人们眼中的秸秆废料，变成牲畜口粮。既环
保，又增加了饲料来源，真是一举多得。”

据了解，武乡县是农业大县，每年粮食播种面积在
42 万亩以上，农作物秸秆资源产生量 12 万吨左右。近
年来，全县每年牛存栏 1.4 万头以上，羊存栏 12 万只以
上，每年冬季饲草需求6万吨以上，秸秆利用潜力巨大。

作为2023年全省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武乡县于当
年10月发布《武乡县2023年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对
秸秆收储利用设施设备进行补助，旨在提高全县的秸秆
离田利用能力，鼓励开展秸秆离田收集活动、推进秸秆饲
料化高价值利用。武乡县不仅对新建的秸秆收储棚、青
黄贮池等设备给予建设补贴，还对秸秆打捆机、打包机等
离田机具进行购置补贴。对于机械不便作业的地块，也
可人工将秸秆割秆后打捆收集，均用作草食动物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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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振中

在江西省赣州市畜牧水产研究所清溪
科研基地，几百头赣南藏香猪正在山林间撒
欢觅食。参加完江西省生猪产业技术体系
考评工作会的专家来到基地进行技术指导，
盛赞这种林下放养模式。在科技的助力下，
赣南藏香猪“跑”出致富路。目前年出栏赣
南藏香猪50余万头，年总产值32亿元以上。

赣南藏香猪是赣南在20世纪80年代从
西藏、青海等高原地区引进的，在赣南山区
养殖并适应了当地地理气候，具有繁殖力
高、肉质好、抗逆性强、耐粗饲等优势，是近
年来地方猪养殖的热点品种。

赣南藏香猪是目前发现的生猪品种中
较适合林下养殖的品种，可为林下种养有机
结合提供良好的品种资源。在目前生猪养
殖效益低迷的情况下，林下养殖赣南藏香猪

是保持生猪养殖效益及生猪存栏有利模式。
据江西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副所长、江西省生猪产业技术体系营养岗位
专家邹志恒介绍，当地的自然资源、丰富的
牧草、甘甜的泉水与清新的空气环境为林下
放养的猪群提供了充足的饲料资源、活动空
间，不但能有效增强猪群的抗病能力、改善
肉质、降低养殖风险，而且还能为养殖户减
少资金投入，使土地利用最大化，同时带来
不错的经济效益。据统计，2019年江西省赣
州市脐橙种植面积达 160 多万亩，油茶林
280 多万亩，全省公益林 5100 万亩，自然资
源非常丰富。因此，充分利用林地资源，能
有效助力当地农民进一步增收。

多年来，通过对赣南藏香猪进行选
育，建立了赣南藏香猪核心育种群，使种
猪群体的平均产仔数达到了 10.16 头，平
均产活仔数达到了 9.32 头，比原来平均产

活仔数 6.5 头增加了 2.82 头，平均产活仔数
提高了 43.38%。

江西省农技中心科宣处副处长、江西省
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吴志勇向记者
介绍，已制定了赣南藏香猪“两端圈养、中间
放养”的标准化养殖模式，颁布了《赣南藏
香猪商品猪生产技术规程》地方标准，使赣
南藏香猪生长到 60 千克由 345 日龄缩短至
300 日 龄 ，屠 宰 率 由 63.81% 提 高 到 了
68.2%。针对藏香猪的生物学特性，研究了
发酵脐橙渣、发酵菜粕、发酵甘薯渣等饲料
资源的应用技术，可降低饲料成本 10%以
上，提高了藏香猪养殖经济效益。建立了两
个赣南藏香猪林下养殖示范基地，为赣南藏
香猪产业科学化、产业化发展提供坚实的科
学基础。

依托丰富的林地、茶园及果园，赣南藏
香猪产业发展迅速，并已形成了一定规模，

在安远、寻乌、定南、上犹、宁都、于都等县市
区都有赣南藏香猪养殖企业。以安远县大
竹湖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寻乌县香源农
业有限公司为代表的赣南藏香猪养殖龙头
企业脱颖而出，形成了以养殖、屠宰、加工为
一体的科技型企业。

林下放养生产出来的生猪，肉质细嫩、
味甜，是上等的肉制品。安远大竹湖示范
基地年出栏生猪达 1.6 万头，是江西省第一
批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养殖场之一，
取得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证书，并获
得了“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认定
证书”，公司通过提供种畜、生产技术、产品
回收、信息和培训等服务，辐射引导当地农
户参与生态养殖，结合地方产业和资源优
势，带动广大农户发展标准化畜牧养殖业，
走农业化发展路子，并带动了一批农户就
业和增收。

年出栏50余万头，年总产值32亿元以上——

赣南藏香猪“跑”出致富路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传君

在我国农村，养殖业是重要的致富
产业。很多农民通过从事养殖提高了收
入，改善了生活，一些返乡创业者也在投
身养殖业，利用在外积累的资金和创业
经验，把自己的田园梦想变成现实。但
是养殖创业并非易事，不仅非常辛苦，还
面临资金问题、市场风险等，失败者也不
在少数。那么，养殖创业，如何才能赚到
钱呢？

记者日前走访了四川省营山县几家
养殖创业者，倾听他们的创业故事，理出
他们的创业经，发现凡是有利润可赚的，
都有自己独特的经营之道。总结起来大
概有：勤劳坚守不放弃，自繁自养种养循
环，敢于融资看长远。他们的成功，给想
通过养殖创业致富的人们带来了启发。

利润薄也不放弃

营山县柒号水产养殖家庭农场主刘
建华目前的经营范围除了水产养殖还有
养猪和粮油、果树种植。流转土地面积
700余亩，每年纯利润约七八十万元。尽
管如此，刘建华还是坦言，搞种养业太艰
辛，一家人不论寒暑，日夜都耗在里面，
但只要有钱赚就要一直做下去。

刘建华 2008 年从老家去广州打工，
给饲料厂打了 3 年工，后来做饲料生意，
因当地有养殖业主欠他的货款，双方协
议拿鱼塘和猪场来抵，他就这样迫于无
奈地进入了养殖业。“直到现在，那边还
有两个猪场和 400 亩鱼塘，由儿子在经
营。”刘建华说。

刘建华是 2018 年回来的，一下投入
1280万元建起养猪场，2019年又投入300
余万元搞水产养殖，目前他的养猪场年
出栏生猪 5000头，年生产水产品 80余万
斤，年产粮油 70 余万斤。“无论是种植还
是养殖，利润空间都不大，但不能说赚不
了多少钱就放弃不做。”刘建华说。

潘卫巍与表弟张映光，早年都在广

东东莞鞋厂打工，后来在外做生意赚了
钱。2014年兄弟俩返乡，看好肉牛养殖，
于是先后投资1100余万元养牛。“中间也
走过弯路，起初租场地养，还没赚钱就因
环保问题关闭，直到2017年建了新场，才
有了利润。”张映光说，“可就算建了新
场，利润空间还是没打开，但是我们也不
轻易放弃。”

节本增效要有法

张映光说，他们从吉林进四五百斤
的小牛，成本就达一万四五千元，养一年
卖出去，尽管也能卖二万八九千元，但除
去中间的养殖成本，最终每头牛也只能
赚两三千元。这样不仅投资大，融资成
本高，而且风险也很大。

“所以，从 2020 年起，我们改为自繁
自养，这就节省了从外省进小牛的中间
环节成本，也避免了风险。”张映光说，目
前存栏能繁母牛270余头，年出栏育肥牛
200 余头。从生下来到出栏，大约 14 个
月，卖二万五千元左右，除去饲料、人工
及母牛成本，可赚六七千元。

张映光说，纯粹养育肥牛，年出栏
300头也只有90万元左右的利润，而自繁
自养年出栏 200 头育肥牛，利润就可达
140万元左右。加上每年还可卖150头左
右的小牛，每头小牛又可赚 1 万元左右，
这样算起来，利润在 300 万元左右，比以
前翻了一番多。

张映光介绍，合作社种了 300 亩牧
草，采用桂牧一号跟黑麦草轮作，每年 2
月到5月黑麦草可保证供给，6月到11月
桂牧一号可保证供给，12月到次年1月需
要吃青贮饲料，合作社每年只须从周边
收购3000余吨秸秆。而且牛粪除了供自
己的牧草使用外，外销还能赚一点钱。

“我的养猪场同样是自繁自养，不然
根本挣不到钱。”刘建华说，猪场目前存
栏母猪288头，设计能力是常年存栏母猪
500 头。除了能保证自己的猪场年出栏
5000 余头育肥猪外，还能销售一部分小
猪。水产养殖是以四大家鱼为主，同样
采取自繁自养。

刘建华说，猪场的猪粪做了干湿分
离，干粪直接用于自家粮油基地，稀粪进

入沼气池发酵，沼液用管道引到200余亩
果园。粮油和果园基本上不用购买化肥
了，大大节约了种植成本。据估算，粮油
一年纯利润可达到 20 余万元，果树一年
纯利润可达到10余万元。

善于借力谋长远

无论是刘建华还是张映光哥俩，
他们都谦虚地称自己是小业主，可他
们均投资在千万元以上。养猪行情一
直波动不稳，鱼价也一直偏低，养牛更
是周期长，资金回笼慢。如果完全靠
自身经营中获取利润再滚动投入，有
时难免会面临资金链断裂，这时就得
敢于融资。

“2018年建场，仅2019年赚了一年的
钱。据目前行情核算，育肥猪要卖到每
斤 7.2 元以上，才会有利润，2023 年上半
年普遍在 6 元左右波动，现在才回升到 8
元，我们就盼望年底能有个好价钱，否则
一年到头还是赚不了钱。”刘建华说。

“1.3斤饲料才长1斤鱼，亩产值虽然
可达 27000多元，但利润不到 1千元。需
要饲料的时候总不能不买呀！”刘建华
说，从2021年起，他就开始向中国农业银
行营山支行申请“小微企业贷”，前两年
都是 80万元，2023年申请了 150万元，另
有30万元惠农e贷。

张映光更有体会，当初见纯粹养育
肥牛没多大利润，转向自繁自养的时候，
买 200头母牛就需要 500多万元，自己没
那么多，只有贷款。从2019年起，他们每
年向中国农业银行营山支行申请了 200
万元“小微企业贷”，每年等育肥牛出栏
后，都能按时或提前偿还。

刘建华和张映光哥俩都走上了良性
运行轨道。刘建华每年给当地创造30万
元劳务收入，张映光哥俩也给当地带来
近 20 万元劳务收入。接下来，张映光哥
俩准备打造从饲养到屠宰、鲜销、餐饮等
环节的全链条，还得在县城租赁 10 余个
商铺，至少还需投入200万元。

能坚守 算细账 看长远
——来自四川营山几位养殖业主的启发

在张映光哥俩的养殖场，工人正在喂牛。 彭杰 摄

近年来，湖北省竹山县根据地方资源禀赋，发展竹山大鸡产业，推动农户增收致
富。竹山大鸡，是竹山县优良品种，因体型健壮、打斗成性，又被称为竹山“打鸡”，其
肉质鲜嫩、风味独特，肉蛋产品畅销湖北、陕西、河南、江苏等地。图为竹山县双台乡
南口村鑫茂生态农业园内工人在给竹山大鸡喂食。 石濡华 向继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