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冯长福

“往年，猪场将处理过的粪肥还田，需先
用农用车或沼液罐车运到田间地头，再用软
管浇到地里，两个人至少要干半个月，才能把
630亩地全部浇一遍。”日前，安徽省亳州市涡
阳县店集镇宋牌坊村宋崇云良种猪场负责人
宋崇云告诉笔者，今年小麦种植前，场里安排
1 个人，仅用 3 天时间就完成了近 200 亩地的
粪肥还田，人工成本大大降低。

奥妙在哪里？宋崇云解释说，他的养猪
场今年参加了亳州市组织的规模养殖场推进

“肥水”一体化还田试点，投入 20万元在田间
铺设管网 1100 米，覆盖 630 亩地。“我用的是
高标准的 PE 管，按照 20 年使用期限测算，平
均每年每亩成本15.5元。”

今年 53 岁的宋崇云从事养猪业已有 32
年了，从几头到几十头，再到一两千头，规模
逐渐扩大。2012年，他建了占地30亩的新场，
2014年，投资 100多万元建了大型沼气池，同
时流转土地630亩，种植小麦和玉米。

“我的养猪场以销售仔猪为主，目前存栏
生猪 1500 头，其中能繁母猪 400 多头。走种
养结合之路，给粪污找了出路，种地又省了肥
料钱，场里综合收入也上去了。这630亩地一
年两季，正常年景的话，种粮年纯收入在10万
元左右。”宋崇云说。

去年以来，亳州市坚持“就近利用、全
量还田、以用促治”总体思路，在规模畜禽
养殖场推进“肥水”一体化还田试点，打通

粪肥还田“最后一公里”，取得了初步成
效。该试点起步于蒙城县牧原公司第十养
猪场，现已扩大至蒙城县天基正方农牧公
司、涡阳县宋崇云良种猪场、谯城区三福奶
牛有限公司、亳州市康楼禽业有限公司等
41 家养殖企业。

亳州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畜牧、农技、农发
三个中心，实施“三合一工程”：市畜牧中心负
责规模养殖场粪污规范化处置，加强日常监
管，开展还田前肥水pH值、盐分、养分含量检
测，达到规范要求后，方可还田；市农技推广
中心负责肥水规范还田，开展土壤养分、pH
值检测，量化肥水替代量，开展田间试验示范
和效果评价等；市农业开发中心负责肥水还
田管网设施建设，按照“项目资金补一点、企
业自筹一点”模式，采取“先建后补”方式，推
进管网建设。

建设管网，投入大不大？亳州市农发中
心为此开展了市场调研，对不同型号 PE 管
材、阀门等设施市场价格进行调查。经测
算，每亩地需铺设普通 PE 管 2.5 米左右，结
合人工和挖机费用，核算出每亩成本约 168
元；以设施使用年限 10 年均摊，每亩每年成
本为 16.8元。

亳州市畜牧中心主任刘善斋告诉笔者，
为鼓励养殖企业开展“肥水”一体化还田，该
市出台了相关政策，利用农田水利“最后一
公里”项目资金，对养殖企业铺设管径 110 毫
米 PE 管的，每米补助 45 元；对养殖企业铺设
管径 160 毫米 PE 管的，每米补助 60 元；对养

殖企业铺设管径 200 毫米 PE 管的，每米补助
75元。

“推进粪污资源化利用，政府高度重视，
从政策和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刘善斋表
示，“规模养殖场内，建设集污池、堆粪棚、普
通厌氧发酵池等治污设施以及添置粪污处
理设备，由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整县
推进项目资金给予补助；建设大中型沼气工
程，由农村能源项目资金给予补助。养殖场
还得流转土地搞种植业，实现种养结合、农
牧循环。”

蒙城县天基正方农牧公司以销售仔猪和
育肥猪为主，目前存栏生猪8500头，其中能繁
母猪 1400 头；流转土地 2100 亩，种植苗木花
卉 690 亩、种植猕猴桃和大樱桃 240 亩，种粮
1170 亩。“在政府相关项目支持下，我们建了
800 立方米的沼气厌氧发酵罐、2.4 万立方米
的沼液储存池、1600 平方米的沼渣堆肥间。
沼气工程和堆肥棚获得相关项目补贴 138 万
元。”该公司负责人李登虎告诉笔者，今年公
司计划投资约 50 万元，铺设清水和肥水双管
道管网，进一步抓好粪肥还田。

“通过铺设管网将处理过的肥水直接还
田，大幅降低了肥水还田的物资和人工投入，
提高了作业效率。截至目前，全市已有 30 多
家养殖场开展了肥水管网还田。”刘善斋表
示，下一步，亳州市将全面整合畜禽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整县推进、生猪调出大县、农田水利
等项目资金，支持更多养殖场完善粪污处理
设施设备，让“肥水”还田更加顺畅。

安徽亳州推进“肥水”一体化还田试点

近年来，贵州省遵义市充分
利用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林
下养殖经济，推行“合作社+基
地+养殖场+农户”模式，提高林
地的综合经济效益，使林下养殖
成为当地农民增收新产业。

图为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
县黄都镇桂花村林下养鸡场内，
饲养员正在投喂鸡群。

彭飞 邹彩琴 曹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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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馨蕊

今年5月，北京浮田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历时近 5 年时间研发出的一套用于生
产的“鱼菜共生”循环生态系统正式落地
昌平，并进行适配实验。研发团队希望在
一年之内，筛选出真正适合本地生产与销
售的鱼和蔬菜种类，着力将昌平打造成具
有特色的“鱼菜共生”供应基地，为老百姓
提供安全放心食品。

据项目创始人朱威介绍，“鱼菜共
生”作为一种新型的复合工作技术，是
把水产养殖与水耕栽培技术有机结合
的良性循环生态系统，借助计算机信息
化自控技术，实现智能化管理，从而实
现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且动植物
均能茁壮成长的和谐共生效益。整套
系统具有环保节能、产品绿色有机、高
产高回报等特点。

在传统种植业、养殖业中，农户为增
加产量使用化肥、为减少虫害喷洒农药，
养殖户为追求高产采取肥水喂养等方式，
均对土壤及周边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污
染。“这套系统是将鱼池中产生的鱼粪经
过转化，让其成为植物需要的养分，进入
菜池循环，让菜池成为鱼粪的净化区，然
后通过植物根系吸收以后，留下干净的水
再返回到鱼池当中，形成了生物养分平衡
传递的生态循环。这样鱼就可以做到高
密度养殖，产量比单纯养殖更高，且没有
污水排放。”朱威介绍道，由于鱼和蔬菜在
生产过程中不需要接触土地、不施肥，重
金属污染物、病虫害也不会威胁到植物，
即蔬菜生长过程中无需喷洒农药，得到的
便是绿色有机蔬菜。

据了解，在“鱼菜共生”系统中，所有
的植物均生长在水面，无需单独浇水；鱼
粪提供养料，无需单独施肥，水分消耗只
能通过自然蒸发或植物吸收进行，较传统
农业而言，节水率超 90%。此外，整套系

统可根据现有大棚面积进行设备尺寸调整，能够有效利用
闲置大棚等现有资源，三个棚的日常维护仅需一名工人，大
大减少了人力成本。

在生产品种方面，朱威说：“经过半年来的实验，蔬菜
种类我们淘汰了韭菜、菠菜、丝瓜等产品，目前西红柿、
黄瓜、空心菜、辣椒这些能保证稳定生产。适合当地养殖
的鱼类有草鱼、鲟鱼，且符合市场需求，鳜鱼正在实验过
程中。”

据悉，该项目在今年获得第四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
大赛北京市选拔赛优秀奖及2020年北京市退役军人创业创
新大赛现代农业组三等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先
发展农业农村，‘鱼菜共生’项目能在全国比赛中获奖，说明
该项目得到专家认可。目前，我们也在持续关注这个项目
并稳步推进着，希望能对昌平农业的发展助力、为农户增收
发力。”昌平区委农工委书记表示。

“我们计划在年底前让已有的 6个棚都具备生产能力，
并完成该系统‘北京昌平模式’的定型工作。下一步，我们
计划同昌平部分村镇合作，进一步推广这个生产系统，让其

‘发光发热’，也为老百姓餐桌提供更多的健康食品。”朱威
说道。

山东青岛市
举行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演练

日前，山东省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演练在青岛市举
行。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副局长高强生、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副主任陶兴成、青岛市防控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各成员在
指挥中心观摩。

本次演练模拟即墨区某养鸡场突发高致病性禽流感疫
情、平度市某养猪场突发非洲猪瘟疫情。疫情发生后，青岛市
启动Ⅲ级应急响应，区市发病养殖场、道路检查站、疫区屠宰
场、家禽交易市场、无害化处理厂和青岛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心等各部门协同配合，缜密部署。对疫情报告、疫情诊断确
认、应急响应与处置、善后处理等各个环节进行了现场模拟。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陶兴成对此次演练进行指
导，他指出，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肆虐，加剧了国
内外动物疫病防控的严峻形势，当前正值动物疫病高发时节，
各级各部门要按照要求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完善相关应急反
应和处置机制，充实应急队伍，熟练掌握疫情响应和处置流
程，提高动物疫情应急管理能力，有效防控重大动物疫病，确
保全市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

本次演练以演促练，以练为战，全面检验了省、市、区三级
在信息化条件下应急指挥部的现场指挥能力，各成员单位的
协同配合能力，应急队伍、应急物资等的快速调配能力，以及
各项应急措施的到位能力。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应急处置程
序，规范了应急操作流程，锻炼和培训了应急队伍，提高了应
对突发动物疫情的现场处置能力，为有效防控重大动物疫病、
促进畜牧业健康发展和农民增收、维护动物卫生安全、公共卫
生安全、食品安全和环境生态安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报记者 郝凌峰

吉林省
“秸秆变肉”给产业和农户带来实惠

日前，在吉林省辽源市牧兴机械有限公司，一台台已经装
配好的秸秆膨化机正准备发往用户的手中。公司负责人宋跃
君告诉笔者，秸秆膨化机破坏了秸秆表面蜡质膜，使秸秆纤维
素、半纤维素与木质素分离，再经过高温杀菌、熟化、糖化的质
变过程，加入微生物菌剂，打包厌氧发酵后，使秸秆转化成柔
软细嫩、适口性好的饲料，可广泛应用于喂养牛、羊、猪、鹿、鹅
等畜禽。“玉米秸秆饲料化是一个必然趋势，市场前景广阔。
公司一年能卖出 300 多台秸秆膨化机，几乎每天都有客户上
门考察。”

玉米收获之后，秸秆的“去留”一直是农民头疼的问题。
从今年开始，吉林省深入实施“秸秆变肉”工程，通过提高秸秆
饲料的开发利用水平，加快发展肉牛等草食畜牧业，在促进乡
村产业振兴、解决农民持续增收、秸秆禁烧、黑土地保护和提
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等方面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所谓“秸秆变肉”，是指将秸秆加工成为牲畜的饲料，成为
牲畜的“美味佳肴”，实现秸秆集中规模化加工，开拓秸秆利用
的新途径。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科学分院祁宏伟教授告诉
笔者，玉米秸秆膨化微贮加工技术就是采用秸秆膨化机进行
膨化，之后补水加菌、打捆裹膜，入库发酵（冬季60天，其他季
节30天）后即可饲用。

将玉米秸秆通过膨化微贮处理，有效提升养殖场或养殖
户及秸秆饲料加工企业的经济效益。九台市东湖街道伯宇现
代农业产业公司主要养殖肉牛，目前存栏量大约 500 头，从
2016 年开始利用秸秆膨化机生产饲料。公司总经理孙志波
告诉笔者，玉米秸秆直接用作饲料，适口性差，利用率低。而
经过膨化机加工的饲料，适口性好。“牛吃了日增重提高12%，
牛长得快，我们的效益也大大增加了。”

加快推进“秸秆变肉”工程实施，不仅推进吉林省畜牧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能起到优化畜牧产能和促进农民增收
的目的。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草原饲料处副处长关百军介
绍，到 2025 年，全省力争秸秆饲料化利用 1500 万吨，比 2019
年增长109%，利用率达到37%，比2019年提高19个百分点。

冯超 王艳琴

云南景东县
整治养殖污染 改善乡村环境

近年来，云南省景东彝族自治县曼等乡畜禽养殖不断趋于规
模化，畜牧产业稳步增长，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但
是畜禽养殖在带动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农村环境污
染问题。为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推进生态治理，提升村
容村貌，曼等乡多措并举，积极开展畜禽养殖整治行动。

为确保畜禽养殖污染治理行动顺利完成，曼等乡党委、乡政
府召开畜禽养殖专项整治行动专题会，结合爱国卫生“7个专项
行动”乡村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制定畜禽养殖污染整治行动计划
方案，成立专项行动小组，全面排查畜禽养殖户产生污染的情况，
及时整治污染问题，做好养殖户无害化处理畜禽废弃物、开展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技术指导，从源头上改善乡村环境。

开展拉网式排查，问题全面清零，确保不漏一处“污染
源”。专项行动小组近期对全乡范围内养殖场、养殖户进行了
拉网式摸底排查，全面排查养殖环境、排污设施不达标情况以
及沉淀池、贮粪场等污染治理设施完善情况。对排查中发现
的问题，列出清单，建立台账，限期整改，明确专人负责督办落
实，做到整改完成一个，对账销号一个，确保农村环境“污染
源”整治不漏一户。

养殖户以身作则保护环境，惠及后代，户户争做环保“带
头人”。养殖户认真规划养殖场选址，选择养殖场的地点时必
须远离学校、乡政府及集镇街道周边，距离澜沧江水源及水域
400 米以外的位置，既要保证群众生活不受污水、气味等污
染，更要保护好澜沧江水源。

提高群众意识，发挥公众监督作用，人人都是“环保员”。
参与污染防治、治理乡村环境人人有责，要全面整治畜禽养殖
污染，还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乡党委、乡政府不断加强农
村禽畜养殖政策宣传力度，积极引导群众进行规范化养殖。
同时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让群众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
要性，不断提高群众环保意识。在召开群众会、走村入户时做
好宣传，让群众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积极上报，充分发挥群众
监督力量，人人都是守护美丽曼等的“环保员”。

此次畜禽养殖污染治理行动得到了群众的热烈响应，养殖
户积极配合，纷纷表示愿意为家乡环境贡献力量，与乡党委、乡
政府一起，合力打好曼等乡“污染防治”攻坚战。 朱琼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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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冯建伟 刘硕颖 文/图

冬季是草原牧区冰雪灾害多发的季节，为
了提前做好今年的抗灾保畜工作，农业农村部
畜牧兽医局委托全国畜牧总站于 11 月中下旬
在内蒙古、青海、宁夏等省区开展应对雪灾调
研工作。近期，恰逢我国北方地区一次大面积
强降温降雪过程，本报记者随同调研组在雪后
深入到受灾较重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锡林浩
特市和阿巴嘎旗等地牧区进行采访。

虽然已是雪后半月有余，但从阿巴嘎旗洪
格尔高勒镇到萨如拉锡力嘎查的道路依然被
大雪覆盖，引路车好几次冲进雪窝里被后车拖
拽出来绕道而行，短短几十公里的道路，越野
车跋涉了近两个小时。

走进萨如拉锡力嘎查牧民毕力格的黑马
家庭牧场，近百匹黑马在牧场里放养，100只羊
在暖圈里饲喂。“我家有6000亩牧场，今年夏季
雨水较多，打了 20吨牧草，加上买的 20吨牧草
和 5 吨玉米压片精饲料，这个冬天基本够用！”

毕力格说，虽然今年牧草价格从去年的 1200
元/吨上涨到 1700 元/吨，受玉米价格上涨影
响，精饲料涨到2700元/吨，但是牧草和饲料储
备比较充足，牲畜基本不受这次大雪影响。

据悉，11月 17日至 19日的降温降雪，是锡
林郭勒盟今年入冬的首场大范围强降雪,是近
20 年来 11 月份范围最广、强度最大的天气过
程。其中锡林浩特市、西乌珠穆沁旗大部、阿
巴嘎旗南部出现暴雪受灾严重，积雪厚度
10-14厘米。

在阿巴嘎旗今年新建成的占地9万多平方
米的饲草料储备交易中心，储备的干饲草整齐
码放在库房和广场上。“这里今年储备了1万吨
牧草，旗里原有的储备库存放了 4000 吨牧草，
旗里集中储备的这 1.4万吨牧草用以应急抗灾
保畜。”阿巴嘎副旗长阿日贡说。

近年，阿巴嘎旗为了提高草原畜牧业防灾
抗灾能力，正在逐步建立旗/县级饲草料储备交
易中心、苏木/乡镇分中心、合作社和牧户的四
级储备模式。今年，阿巴嘎旗新建成的饲草料
储备交易中心目前已投入使用，苏木镇分中心
正在积极建设，全旗 71 个嘎查储备点也已确
定。阿日贡介绍说，我们充分发挥政府引导调
解职能，跟企业签订储草协议并按一定额度给
予补贴，由企业运营管理储备交易中心每年11
月以前完成储草任务，来年 2 月底以前如无灾
情可自行出售。

“灾情年份需由旗政府定价向牧户调运饲
草，即平抑市场、稳定草价、保障供应、保命减
灾，逐步实现政府饲草储备由应急抗灾救灾向
制度性防灾减灾转变。”阿日贡说。

在锡林浩特市宝力跟苏木希日塔拉嘎查
牧民巴雅斯古楞家的牧场，储备的 100 余吨青
干草、10 余吨玉米饲料和颗粒饲料堆放整齐。

“这些饲草料足够我家 100 只羊、20 头牛和 60
匹马过冬越春。”巴雅斯古楞说。

据锡盟农牧部门统计，此次雪灾受灾草场
面积约 1.288 亿亩，4.09 万户牧户，397.21 万头
只牲畜的生产生活受到不同程度影响。雪灾
较重地区锡林浩特市、阿巴嘎旗和西乌珠穆沁
旗三地有 3500 万亩草场、0.5 万户 2 万名牧民，
及80万头牲畜受到影响。

“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牧民防灾意识不
断增强，如今牧民家家户户冬季储草已成习
惯。”锡林郭勒盟农牧局副局长阿拉腾苏和介
绍说，今年锡盟各旗县在入冬之前共计打储草
23.24 亿公斤，同比增加 1.22 亿公斤，储备较充
裕。由于各项应对雪灾防范工作下手早、落实
到位，灾后各级农牧部门又及时进场入户指导
牧户做好牲畜圈舍防寒保暖、接羔保育、疫病
防治等工作，所以此次雪灾没有发生牧户因灾
死亡牲畜现象。

“为了应对此次普降大雪的极端天气过
程，自治区农牧厅及相关部门提早发布气象预
警预报，层层落实防灾减灾责任制，同时在雪
灾后加强对抗灾救灾工作的指导，力争把雪灾
损失减到最小。”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畜牧局
二级调研员刘永强在调研后表示，降雪造成广
大牧户由饲草料补饲改为全舍饲，饲草料饲喂
量增加和饲喂天数延长，加之近期饲草料价格
又大幅上涨因素，无形中增加了牧民牲畜养殖
成本，由此保畜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调研还发现，此次强降雪造成积雪掩埋道
路，公路主干线能及时疏通，但通往苏木、嘎查
的乡村道路疏通也刻不容缓。如不及时开通
道路，势必造成牧民难以出行、牲畜难以出牧，
期间母畜繁殖大量使用精饲料，部分牧民储备
不足还会给精饲草料调运增加困难。

农业农村部启动草原牧区抗灾保畜调研——

锡盟：防灾意识浓 饲草储备足
降雪带来饲养成本增加 精饲料调运困难

阿巴嘎旗牧民毕力格家今冬储备的玉米压片和颗粒饲料。

贵州遵义市：林下养殖促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