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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信息

肉牛肉羊“牛”起来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传君

四川省万源市处处是高山深谷，这给当地
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瓶颈。但广阔的地域面
积，良好的生态环境，又是种养业不可多得的
上好资源。辖区面积 4065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只有 60万人口，而全年 88万亩粮食播种面积、
250 万亩草山草坡、35 万亩优质牧草及饲用作
物，为畜牧业尤其是肉牛养殖带来巨大优势。
近年来，万源市肉牛养殖业蓬勃兴起，到 2020
年底，万源市存栏肉牛 8 万头，其中能繁母牛
3.5 万头，出栏肉牛 4.38 万头，年产值达 8.76 亿
元，约占畜牧业产值的19.8%。其中年出栏100
头以上的规模场达 26 个。万源市在财政资金
投入等多项政策上，积极引导社会资本进入肉
牛养殖业。同时与四川农业大学、四川省农科
院、四川省畜牧总站等建立战略合作，提供强
有力的技术支撑。

尽管肉牛养殖前景广阔，可此行业投资
大，能不能赚到钱是不少人关心的问题。记者
深入一些养牛场实地调查，揭开养牛户们“牛”
起来且富起来的秘诀。

秘诀一：
一二三产融合，加大内循环降低成本

“要么你钱多，要么你命长，否则不要去
搞！”王中明怎么也忘不掉，2018年他准备在家
乡养牛的时候，父老乡亲的这句忠告。王中明
经过反复思考，最终还是决定投入其中。

从13岁起，王中明就在外面闯荡，并积累了
一定资本。2013年，31岁的他被家乡官渡镇杜
家坝村叫回来担任村委会主任，2014年便村党
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当了干部，就
得发展产业。可发展什么呢？此前，除了种庄
稼外，村民还没敢尝试过其他。”王中明说。

于是，王中明率先建起一个养牛场，并流
转了200亩荒坡地，种植果树和牧草。因为“养
牛不种草，等于没得搞”也是父老乡亲给王中
明的又一句忠告。可当时那 200 亩地，到处长
满杂树，他就用挖掘机很费了一番功夫才弄
好，第二年才正式出草料，但仍不能满足需要。

从 2018 年起，王中明保持着存栏近 200
头、出栏100余头的规模，并将每年的收入又滚
雪球一样投进去。去年他扩大规模，今年存栏
量将达到500头，出栏250余头左右。

问王中明养牛赚不赚钱？他十分保守地
告诉记者，肯定赚钱。其赚钱秘诀何在呢？首
先，他主要采取自繁自养，去年他存栏能繁母
牛 60 余头，今年将达到 300 头，不再向外购买
牛犊。“外面价格波动大，往往一头牛少赚几千
元！自繁自养可稳赚不赔。”王中明说。

再者就是种养循环。除了自己种草外，王

中明还发动本村村民种草。“一亩草收益比一
亩粮食收益多 500 元左右，且劳动力投入要少
得多，因此大家都愿意干。”王中明说。

最重要的是一二三产业的融合。王中明
把他的种养基地发展成了一个农庄，除了种养
业外，他还涉足酿酒和餐饮服务业。走进农
庄，处处可见高低错落放置的巨大酒坛，鱼塘
垂钓及其他景观配套设施正在建设中。“我的
酒厂可年产3万斤优质白酒，仅此一项，纯利润
可达三四十万元。酿酒剩下的酒糟和甑子水
还可用来喂牛，又节约了不少饲料成本。”

王中明利用自家原先三间土坯房的宅基
地，建起了一幢三楼一底的房子，除了居家、办
公外，还用作餐饮、民宿。“别看这是个山沟沟，
可离万源城区仅11公里，就凭我散养的几千只
跑山鸡就可以吸引不少客人来。一年这块纯
收入轻轻松松十多万元。”王中明说。

秘诀二：
看准市场行情，买卖不吃亏

“我们这儿的优势是山上人少，母牛可以
敞放，不仅可以减少饲养成本，而且能让母牛
更健康，繁殖期更长。”一脸憨厚的场主孙天勇
说。孙天勇18岁起开货车挣钱，30岁起跟两个
哥哥合资养牛，如今他们的勇双肉牛养殖专业
合作社存栏 200余头，每年出栏两批近 500头，
加之短平快买进卖出地倒贩，年出栏上千头，
年纯利润达100余万元。

孙天勇兄弟的养牛场位于旧院镇大轮坎
村，虽离旧院镇只有5公里，但弯弯拐拐的山路
给物资运输带来了很大困难。“玉米从镇上运

到场里每斤成本增加了7分钱，加上其他饲料，
一年须增加成本将近10万元！”孙天勇说，他们
仅流转了100亩地种牧草，为了节约成本，于是
采取粪污换秸秆的办法，他们用车把粪污拉到
村民农田，然后把秸秆拉回来。

孙天勇兄弟的养牛场饲养的母牛少，自繁
自养所占比例很小，主要是靠外购半大牛，饲
养半年后出栏。“买一头600斤左右的半大牛需
要 1.5 万元左右，出栏时可卖到 2.2 万元左右，
毛收入 6000 元，除去成本，净利润约 2000 元。
这样算起来还是赚钱。”

与王中明把一二三产业融合得很好，可以
“拆东墙补西墙”不同，孙氏兄弟俩只一心养
牛。走进他们的牛场，一头头牛无不是膘肥体
壮。“这头牛按现在的行情，可以卖到 2.5 万
元。”说着，他一伸手牵动牛绳，一头高大威猛
的西门塔尔牛就从圈里站了起来。

那么，孙天勇兄弟潜心养牛，赚钱又有何
秘诀呢？“其他方面我们没有优势，但我们懂市
场，在买卖上都不吃亏。一头牛我们只需用眼
仔细瞧瞧，便能比较准确地估出其斤两和价
钱，别人想卖我们高价或者想压我们的低价，
都是不得行的。”孙天勇自豪地说。

原来，跟孙天勇合伙的两个哥哥孙天轩、
孙天清，当了30多年的牛贩子，不仅懂牛，还能
掌握牛市。当年孙天勇见跑货车不挣钱了，想
转行搞其他的，就是他两个哥哥建议他养牛
的。如今，他们的牛除了销往万源、达州等本
地市场外，还远销成都、重庆甚至北京。

“充分利用两个哥哥的特长，不仅保证了
自家养牛场的利润，而且一年短平快地倒贩都

能赚个三四十万元！”孙天勇说，他们如果看上
别人的牛，买过来几天之内卖出去，一头至少
五六百元的利润，有时甚至可达 1000 元左右，
但前提是必须懂行才行。

秘诀三：
积累足够资本，持之以恒不言放弃

记者又来到位于石塘镇柳树村的巴山安
科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这里有个存栏 300
余头、年出栏 500 余头的肉牛养殖场。其创
办人是谁？出乎所有人意料，迎面走来的是
一位拄着双拐的残疾人。他就是曾获得四
川省“自强模范”和达州市“农村青年致富带
头人”称号的兰松安。

说起这个养牛场，兰松安心中感慨万千。
“我不是一开始就想到养牛，是产业发展到一
定的阶段，确实需要养牛才养的。而且整个过
程充满了辛酸，能有今天实在不易。”

兰松安从小患小儿麻痹症导致左腿残
疾。尽管这样，他还是能独立行走，只是稍稍
有点跛。可是2017年一场车祸，导致他右腿高
位截肢，从此便只能靠双拐支撑着行走了。那
时，他的养牛场刚刚创办才三年，朋友和家人
都劝他放弃，可他咬牙硬是挺了过来。

从 1997 年起，兰松安便摆起地摊，慢慢地
开起小卖部。就这样一分一分地积累，逐渐把
小卖部开成商店，然后是自己修房子开起小超
市。后来他通过拍卖购得一块土地，建起一座
三楼一底的房子，一楼 128 平方米大厅用来开
超市，在石塘镇算是数一数二的商业成功人士
了。2012年，积累了千万资本的兰松安回柳树
村，流转3000亩荒坡地种核桃和果树。

“当初头脑发热，只想到回报家乡，把家乡
带动起来，哪晓得遇到很多具体问题。”兰松安
说，第一个具体而艰巨的问题就是路，从镇上
到他的种植基地，没有一条能行车的路，只有
靠他自己来修。尽管修了条毛坯路，可往山上
运输肥料等物资还是十分困难，一到下雨天就
更恼火。而果树回报又慢，尤其是核桃要八年
才能挂果，眼看积蓄用光，靠超市不断“输血”
也不是办法，还得从成本节约上来打主意。于
是，他想到了在山上建养牛场，就地生产肥料。

就这样，兰松安的肉牛养殖场诞生了。同
时与四川省农科院合作建立专家服务站，利用
山上大量的野草，并通过林下种植青储玉米和
饲用苎麻等，如今养牛场年产值1000万元以上。

“目前，我的牛场所产生的有机肥连这
3000亩核桃和果树基地都不够用，何况我还有
3000亩茶叶。”因此，兰松安准备把牛场扩大到
存栏 500 头的规模，那就还要继续投资。“钱从
何来？好在我 2016年建起了一个 1500平方米
的购物广场，每年都有不错的利润。”

四川万源：养牛户富起来有门道

在兰松安的肉牛养殖场里，饲养员正在给牛添料。 马发海 摄

□□ 邱永林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杨惠

安徽省太和县是全国生猪调出大县，也是全
国畜牧生产大县之一。目前全县规模养殖场
（户）7200多家，规模养殖比重达85%以上。为了
将畜禽生产的粪便、废水资源化利用起来，近年
来，太和县积极探索实践，以源头减量、过程控
制、末端利用为治理路径，坚持全覆盖、无死角、
种养结合和农牧循环发展，建立并形成了养殖、
种植、能源三大产业循环发展的畜禽养殖废弃物
产业化运作体系。目前，全县建成国家级畜牧养
殖标准化示范场3家，省级畜牧养殖标准化示范
场9家，市级畜牧养殖标准化示范场68家。

为更好地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太和
县积极“走出去、引进来”，多次组织专业技术人
员和规模养殖大户参加全国、全省举办的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研讨会，到江西新余、山东沂南
和江苏南通等地考察学习国内先进的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模式和设施设备等，通过示范带动，
稳步在全县推广适宜性强、群众接受度高的资
源化利用模式。

据了解，目前太和县有家禽规模场 199家，

肉牛肉羊规模场 158家，年产鲜鸡粪 16.2万吨，
年产牛羊粪便约5万吨。该县按照不同畜种、不
同规模和不同清粪设施，推广不同的粪污处理
模式。对于存栏 5万只以上且装有履带式清粪
设施的规模蛋鸡场，主推高温智能好氧发酵罐
模式，存栏 3-5 万只的家禽规模养殖场主推异
位发酵床模式和罐式发酵模式，存栏3万只以下
的家禽规模养殖场主推垫料养殖模式。鸡粪罐
式发酵经造粒制作的有机肥出售给蔬菜、苗木
种植基地，增收增效优化环境。规模羊场由传
统的地面养殖改建为高床养殖模式。规模牛场
由传统的人工清粪，改建为场床一体化模式，牛
羊粪经堆肥后直接作为农家肥施入农田，既增
强了土壤肥力，又优化了生态环境。

此外，目前太和县生猪规模场350家，年产粪
便废水近50万吨，大量的粪污成为当地养猪场的
头等难题。该县经过不断探索实践，最终形成了

“猪舍底架网床+机械干清粪+黑膜发酵池”模式，
成功解决了当地养猪场粪污处理难题。粪污经
过固液分离，固态粪便装袋自然发酵，一周内出
售离场，每吨能卖到200元左右；液体粪水进入黑
膜发酵池进行厌氧发酵处理后，可作为基肥施入
农田。通过这种模式，能有效避免生猪与粪便接

触，减少养猪疾病的发生。同时，该模式中设置
的饮水碗大幅减少用水量和污水产生量，使固液
分离后的固态粪便疏松、含水量低，不易发生厌
氧发酵，没有臭味。废水在双膜发酵池中厌氧发
酵，没有不良气体外排，处理后的猪粪施入农田，
能够明显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

据悉，目前太和县投资1.4亿元建成的年处
理20万吨畜禽粪污和农作物秸秆循环利用项目
均已投入生产，预计年产沼气 720万立方米，年
发电 1596 万度，年产固态有机肥 5 万吨。太和
县投资1236万元建设了3个畜禽废污集中收集
处理中心，年加工农用有机肥 6万吨；投资 6500
万元建设完成全县 365家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
处理设施设备升级改造任务。同时，以截污建
池为配套重点，全县新增雨污分流管道设施2.1
万米，干粪堆放发酵棚 6.8 万平方米，污水厌氧
好氧发酵池 26.8 万立方米；新增废污处理设施
1362 台（套），全县 700 多家规模养殖场就地就
近配套消纳粪污土地达 82 万亩；全县 4 个集中
收集中心，年处理畜禽粪污30万吨，年加工商品
有机肥11万吨。截至2020年底，太和县全县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92.8%，畜禽规模养殖场
粪污处理设施设备配套率达100%。

安徽太和县：多种模式优化粪污利用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杨惠

“施用有机肥种出的瓜果蔬菜，品
质好、产量高。”在陕西省西安市临潼
区三增现代农业园区内，园区负责人
韦三增笑着告诉记者。据了解，三增
现代农业园区是临潼区首批种养结合
示范点之一，现有奶牛存栏 400 头，蔬
菜种植 280 亩。记者走进园区，只见
奶牛场干净整洁，几乎看不见粪污，也
闻不到异味。

“我们园区奶牛场产生的全部粪
污，经过干湿分离送至沉淀池发酵，产
生的沼液通过管道输送到种植园，沼
气可以做饭、照明，固粪作为有机肥还
田利用。”韦三增告诉记者，他们采用
的是“畜牧养殖+有机肥+果蔬”的生
态农业循环方式，每年产生 3200 多吨
粪污，经过发酵后全部施肥在种植园，
所以园区比较干净、果蔬繁盛。

近年来，临潼区大力推进农业减排
增效，将分布在辖区23个街办的233家
规模养殖场统一纳入治理规划，分期分
批对重点畜禽规模养殖场进行粪污收
集、储存、处理设施建设和改造，着力打
造种养结合、生态循环利用的农牧业新
模式。目前，已有7座大型养殖场实现
了全量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打开了畜
牧业绿色发展的大门，农村人居环境得
到明显改善。绿色已成为该区畜牧业
最亮丽的底色。

去年临潼区畜禽粪污产生总量达
76.3 万吨，通过储存发酵、有机肥等综
合处理利用达 65.3 万吨。大型规模养
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100%。粪污资源化利用的产业链、价
值链、供应链正在形成。

“下一步，临潼区将继续聚焦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坚持种养循环模式，在
畜禽粪污减量循环、变废为宝上下功
夫，大力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农业
转型升级，助推产业与生态融合发展，
不断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水平，全面实现
乡村振兴。”临潼区农业农村局局长范
相辉说。

陕
西
西
安
临
潼
区
：
粪
污
资
源
化
利
用
形
成
产
业
链

开栏的话：
长期以来，兽用抗菌药在防治动物疫病、提高养殖效

益、保障公共卫生安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目前社
会上对兽用抗菌药在养殖环节的使用和食品安全等问题
上有些认识误区，认为养殖不用药就是安全的。殊不知，
那样有可能带来疫病流行、养殖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下
降、动物源性产品病原微生物污染以及食品供给安全等
更多问题。专家认为，解决兽药残留、耐药性问题的关键
是养殖过程中要合理用药、规范用药、依法依规用药。近
年来，在政府监管力度不断强化，养殖用药规范程度不断
提高的背景下，养殖生产使用兽用抗菌药的风险已达到
可防可控。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动物产品兽药残留监测
数据显示，残留检测合格率已达到 99.9%以上。由此可
见，我国动物产品质量整体上是有安全保证的。

为进一步普及养殖用药和动物产品安全相关知识，
本版特开设“兽药使用和食品安全科普问答”专栏，力求
为广大群众答疑解惑，助推养殖业健康安全发展。

问：什么是兽用抗菌药？
答：抗菌药包括抗生素和人工合成抗菌药，它能够杀

死细菌或阻止细菌生长，可用于预防和治疗细菌性感
染。用在动物身上的抗菌药就是“兽用抗菌药”。养殖场
常使用的包括青霉素、头孢菌素等抗生素以及氟喹诺酮
类、磺胺类、喹恶林类合成抗菌药。

目前我国批准上市的抗菌药包括：
β -内酰胺类：青霉素、苄星青霉素、普鲁卡因青霉

素、阿莫西林、氛苄西林、苯唑西林、氯唑西林、萘夫西林、
苄星氯唑西林、海他西林、头孢氨苄、头孢噻呋、头孢喹
肟、头孢洛宁。

氨基糖苷类：链霉素、双氢链霉素、庆大霉素、庆大-
小诺霉素、新霉素、大观霉素、安普霉素、卡那霉素。

大环内酯类：红霉素、吉他霉素、泰乐菌素、泰万菌
素、替米考星、泰拉霉素、加米霉素。

四环素类：四环素、金霉素、土霉素、多西环素。
酰胺醇类：甲砜霉素、氟苯尼考。
多肽类：杆菌肽锌、亚甲基水杨酸杆菌肽、黏菌素。
林可胺类：林可霉素、吡利霉素。
其他抗生素：阿维拉霉素、泰妙菌素、沃尼妙林、利福

昔明。

问：畜禽养殖中为什么要用抗菌药?
答：养殖动物使用抗菌药主要目的是防治动物细菌

性疾病，促进畜牧业健康发展，最终目标是保障动物产品
安全，维护人体的健康。当养殖动物抵抗力下降时，致病
微生物就会趁机作乱引发疫病。若不及时治疗，疫病容
易在养殖动物中扩散，严重影响动物健康，导致产品质量
下降并降低产量。

有时动物疫病还可能传染给人，例如猪链球菌病、猪
丹毒等，这些疫病叫“人畜共患病”，对人和动物的健康都
是巨大威胁。及时、合理的使用兽用抗菌药，既可以保障
动物健康，也可以保障动物产品质量，还可以避免经济损
失。抗菌药在防治畜禽疫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是
当今全球畜禽养殖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基石之一。

问：为什么有时候需要同时使用多种抗菌药?
答：有时动物感染了多种致病微生物，一种抗菌药无

法起效，不得不使用多种药物。有时两种抗菌药可以“互
相帮助”，用更少的量就能实现更好的抗菌效果，同时降
低或避免毒副作用，最典型的例子是青霉素和链霉素联
用。多种抗菌药的联合打击可以减少“漏网之鱼”，避免
或延缓细菌耐药性的产生。

当然，多数情况下只需用一种抗菌药，联合用药仅适
用于少数情况，且一般二联（两种药物）即可，三联、四联
并无必要，应严格限制两种同类别且抗菌谱相同的抗菌
药同时使用。 中国兽药协会供稿

山东临清市
标准化养羊促振兴

山东省临清市润林牧业有限
公司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养
殖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带动戴
湾镇300余户农户开展“临清湖羊”
标准化养殖，户年均增收2.3万元；
同时带动 3000 余户农户种植青贮
玉米，户年均增收近2000元。图为
该公司饲养车间。 毛彦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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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武汉市
全面启用新版动物检疫“电子身份证”

今年，湖北省武汉市将在全市全域实行新版动物检疫电
子出证，俗称“电子身份证”，只需用手机一扫，原产地、环境、
习性等信息即可全部知晓。

武汉市黄陂区李集街珍珠岭生态种植养殖场经理董广进
告诉笔者：“‘电子身份证’就像一面镜子，时刻照耀着我们广
大养殖户前行。‘电子身份证’不仅能促使养殖户提高养殖质
量，还能促进优质产品卖个好价钱。”

董广进介绍，他家有桃园50亩，水面30亩养鱼，养殖土鸡
1000只，还饲养15头博尔塔拉牛。养殖场实行生态种养结合
模式，鱼在水下游荡，牛和蛋鸡在桃园里散养栖息。“桃园林下
生态养殖一举多得，像请来的一个个特殊的‘工人’，它们每天
在桃园里不辞辛苦地除草、除虫，节约成本的同时，畜禽还能
既健康不得病，其肉质又营养丰富。养殖场生产的鸡蛋、鱼等
产品供不应求,今年收入也将更高一筹。”

据了解，武汉市之前的动物卫生监督管理系统在功能上只
能进行电子出证，升级后的动物卫生管理系统涵盖电子出证、监
督管理、运输监管、“非瘟”检测、养殖档案、无害化处理、屠宰管
理、粪污资源化管理、兽医兽药管理、疫病防控管理等多项功能。

专家介绍，经过升级后的动物检疫电子出证系统，优化了
检疫数据统计、汇总、查询功能，实现了电脑端与智能手机终
端的无缝对接，降低了广大基层动物检疫人员工作量，提升了
全市动物卫生检疫监督工作效能。

武汉市新版“电子身份证”，将从根本上改变过去手写检
疫证不规范、字迹难辨认、易涂改等问题，最大限度杜绝伪造、
买卖不经检疫便出具检疫证明的现象，对推进动物产品质量
追溯等发挥巨大的作用，为有效保障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增加
了一道保险。

武汉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负责人强调，《动物检疫合格证
明》是依据《动物防疫法》授权，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官方兽医
出具的，标示某一动物或动物产品已经检疫且合格的制式法
律文书。以一头生猪为例，通过完善升级的动物检疫电子出
证系统，可以准确掌握从生猪出栏、流通、屠宰等环节的生产
数据，基本实现生猪可追溯，并与国家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兽医卫生综合信息平台实时数据同步。 周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