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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资讯记者调查

□□ 郑永明 孙海荣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

草原一隅，水草丰盛。绿色的“海洋”上，盛
开着红黄白相间的“花朵”。它们高大健壮，体
态优美，耐得了风霜寒暑，健蹄硕躯，劲踏苍茫
四野，它们注定为呼伦贝尔草原而生。它们就
是闻名遐迩的草原生灵——三河牛。

畜牧业是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基础产业，
是呼伦贝尔农垦集团职工群众重要的收入来
源。历经几代农垦人精心选育的内蒙古三河牛
至今仍是当地主要畜种。近两年，围绕三河牛
产业化发展，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在确保三河牛
种群规模和质量的前提下，通过生产具有鲜明
地域特色的三河牛产品，积极推进畜牧业与文
教、旅游等产业融合，引导产业聚集，实现种、
养、加、销、旅全产业链发展。“三河牛”品种被评
定为地理标志农产品。

三河牛生产性能不断提高

三河牛起源于额尔古纳三河地区（根河、得
耳布尔河、哈乌尔河）及呼伦贝尔市境内滨洲线
一带，因此得名。三河牛是我国有计划、有目
标、自主培育的且全国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优良品种。

20世纪50年代中期，根据党中央号召，在呼
伦贝尔地区建立国有牧场，本着“以品种选育为
主，适当引进外血为辅”的育种方针，有计划开展
科学育种工作。建立种牛场，组织核心群，选培
和充分利用优良种公牛，开展人工授精，严格选
种选配，定向培育犊牛，坚持育种记录，建立饲料
基地，加强疫病防治，这一系列工作轰轰烈烈展
开。历经几代农垦人精心选育，在这片幅员辽阔
水草丰美的土地上，自主培育出我国第一个拥有
完全知识产权的乳肉兼用型优良品种。

“哞——”，踏进呼伦贝尔农垦集团谢尔塔
拉农牧场有限公司的大门，就能听见牛舍内三
河牛嘹亮的叫声。作为全国唯一的三河牛种公
牛场，这里承担着三河牛繁殖、育种、冻精细管
生产、品种改良、科研和技术推广的重任。呼伦
贝尔农垦谢尔塔拉农牧场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刘爱荣说：“三河牛一直都是农垦及呼伦
贝尔牧区养牛业的当家品种，它是呼伦贝尔大
草原上当之无愧的美丽生灵！”

目前，呼伦贝尔市三河牛总存栏 10 万头，
主要以传统的半舍饲半放牧家庭散养为主，有
少量示范奶牛场（小区）运营。呼伦贝尔农垦集
团拥有三河牛核心母牛群和国家级种公牛站，
经过长期选育提高，三河牛核心群牛奶单产已
达到6.5吨以上，牛奶所含生物活性因子可提高
人体免疫力，是生产奶干、奶酪等民族特色产品
的理想原料。同时，三河牛具有良好的产肉性
能，18 月龄短期育肥屠宰率 55%，净肉率 46%，
育肥日增重达 1 千克以上，特别适合边远牧区
饲养，因此多年被全市牧业四旗和周边省市购
买，用于育肥或作为能繁母牛饲养。

“我出生在谢尔塔拉。三河牛不仅是呼伦
贝尔农垦的宝贵财富，还为这里的职工带来了
不少的实惠。”呼伦贝尔农垦谢尔塔拉农牧场有

限公司职工马继荣饲养三河牛奶牛十多年。她
家的奶牛年产奶量由最初的 3.2吨上升到现在
的 6.5 吨，个别优秀个体奶牛年产奶已达 8 吨；
由于三河牛增重快、肉质好，净肉率也上升为
46%；她家的人均年收入也由 5000 多元升至现
在的2万多元。

三河牛的发展历经多品种杂交自繁阶段、计
划杂交改良及品种培育阶段、群体选育提高及新
品系培育三个重要阶段。早在1898年部分俄国
人移居呼伦贝尔三河一带，他们先后引进了多品
种牛与当地的蒙古牛进行了杂交自繁。1954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苏侨相继回国，呼伦贝尔市
政府收购了离境苏侨饲养的杂交牛。坚持以本
品选育为主、适当地导入外血为辅的方针，经过
多年有计划、有系统的科学育种工作，在呼伦贝
尔大草原上相继成立了以养育三河牛为主的国
有牧场，三河牛群体生产性能不断提高，产奶量
达到与乳用牛相媲美的水平。20世纪90年代以
后，依托国家三个五年计划等项目，建立了现代
育种技术体系，确定了育种目标，导入外血培育
了乳用及肉用两个新品系，丰富了品种结构，实
现了三河牛生产性能的不断提高。

用技术和管理提升种源质量

去年7月，呼伦贝尔农垦集团100头优良品
种三河牛育成母牛装车远赴西藏，开启跨越
5000 公里的安家之旅。这也是历史上三河牛
首次进入3650米高海拔地区。

三河牛具有适应性强、耐粗饲、耐高寒、抗
病力强、遗传性能稳定、产乳产肉性能好等特

性。“三河牛”品种的形成，填补了我国乳肉兼用
型牛品种的空白。

多年来，呼伦贝尔农垦谢尔塔拉农牧场有
限公司大力发挥品种特性，依托三河牛产业优
势，加快产业园区建设，通过核心群选种、选配、
选培等工作手段，适时扩大种群规模，全面提升
三河牛种源质量和供种能力，全力提高三河牛
种质创新和选育提高。三河牛核心群繁育全面
应用现代化科技管理厂房，配备了专业牧场管
理软件、奶牛电子识别、发情预报、TMR饲喂、
利拉伐并列式（转盘式）挤奶平台等国内先进设
备。实现奶牛饲养管理、繁育、榨乳、粪污处理
的自动化、机械化。截至目前，呼伦贝尔农垦集
团谢尔塔拉农牧场有限公司三河牛存栏规模
4052 头，年可培育后备母牛 500 头。其所辖内
蒙古三河牛良种繁育中心为国家级重点三河牛
种公牛站，年存栏规模 400 头，可采精公牛 50
头，冻精生产能力120万剂，年合作生产性控冻
精1万剂，培育优秀后备公牛300头。

三河牛泌乳性能高，产肉能力强。三河牛
奶源品质高，乳脂率达4.2%，乳蛋白3.5%，干物
质 13.5%，优质的奶源适合生产奶酪等高端乳
制品。三河牛牛肉也不容小觑。18 月龄阉牛
经短期育肥屠宰率达55%，净肉率46%；育肥期
日增重达 1.1千克以上，肉质鲜嫩、氨基酸含量
高，是来自草原天堂的高档牛肉产品。

同时，该公司不断建强三河牛培育技术团
队，通过与国内专业院校、行业带头企业及领军
技术人员紧密合作，三河牛科技、技术发展能力
和管理技术水平显著增强。

该公司在做好选育提高的基础上，加大优良
种畜及产品的推广力度，已先后在内蒙古自治区
绿色农畜产品博览会、自治区推进牧业现代化试
点工作现场会和自治区奶业振兴发布会亮相，使
三河牛真正成为影响全国的优良畜种品牌。

农牧结合壮大养殖规模

呼伦贝尔农垦集团谢尔塔拉农牧场有限公
司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和产业优势，加快三河牛
产业园区建设，秉持“六做一建”的原则，即“做
优品种、做实基地、做精加工、做顺饲草料基地、
做强市场、做严质量和建设产业园区”，实施“三
河牛核心群改良提质行动五年计划”，积极提高
选育措施，加大三河牛推广力度，不断壮大养殖
规模，发展公管合养、公管托养、公管民养、统管
民养的多种经营管理模式，提升科学饲养水平。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推进奶业振兴号召，建
立健全全程标准体系，严把产品质量关，挖掘产
品特色，丰富产品门类，加快建设绿色有机产品
生产加工输出基地，充分挖掘三河牛牛奶特色，
以切达干酪、哈罗米奶酪、酸奶和巴氏鲜奶为研
发主攻点，以营销渠道创新构建新型消费模式，
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拓宽市场渠道。同时，充
分发挥农牧结合优势，积极贯彻“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发展理念，推进草畜配套，推行粪污
资源化利用水平，有效利用农作物副产品，形成
农牧业循环发展的现代农业格局。与此同时，
该公司将积极打造以三河牛产业健康发展为主
题，集饲养、加工、旅游、观光、研学、体验、销售
于一体的现代农牧业产业园区。

呼伦贝尔农垦几代人选育出乳肉兼用型优良品种并获评地理标志农产品——

让“三河牛”产业链“全”起来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海洋

在畜禽产业版图上，论规模、比产值，浙江尽管算
不得出类拔萃，但聚焦作为“芯片”的地方品种资源，
近年来浙江畜禽业打出了漂亮的“翻身仗”。记者了
解到，目前，浙江联合国家家畜基因库，对原产该省的
猪、牛、羊等16个地方家畜保护品种（品系），已实现遗
传物质保存全覆盖。此外，在鸡、鸭、鹅、蜂等品种资
源的保护和选育上，浙江同样可圈可点。

浙江是畜禽品种资源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入列
《浙江省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品种共有 35 个，已由
43 个保种单位承担，其中：国家级保种场 11 个、保护
区 1个、活体基因库 1个，省级保种场 13个、活体基因
库 1个。我国首例非洲猪瘟发生后，浙江又在全国率
先启动 7 个地方猪品种备份场（点）、1 个地方猪活体
基因库建设，开展地方猪精液、体细胞等遗传物质采
集保存。

浙江省畜牧技术推广与种畜禽监测总站副站长
杨金勇告诉记者，随着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实施动
物资源保护已具备条件。如利用采集冷冻的猪、牛、
羊耳组织体细胞，就可实现个体克隆，而利用牛、羊
冷冻胚胎，也能实现个体复苏繁育。“换句话说，假如
因为疫情、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导致本地某一品种
的活体都没了，仍可通过生物技术，借助相似的外来
品种作为‘代孕妈妈’，就能实现活体恢复。”杨金勇

解释说。
舟山黄牛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变色牛品种，牛犊毛

色是棕色，成年后被毛变成黑色。由于牛繁殖周期
长、饲料消耗量大，活体保种成本相对较高。今年，浙
江就专门采集了舟山黄牛的冷冻精液和胚胎入基因
库保存，不仅为避免物种消失筑牢最后一道防线，还
可利用人工授精技术，减少活体公牛饲养时间和饲养
量，大大降低保种成本。

据了解，浙江省级遗传资源基因库今年正式运
行，对畜禽遗传物质采集保存由此按下“快进键”，接
下来将逐步推广到鸡、鸭、鹅、蜂、兔等其他品种，同时
还将开放资源共享机制，为地方政府畜牧部门和畜禽
养殖企业提供遗传物质存、取服务，以及为科研院所
开展畜禽基因研究提供种源素材。

除了地方种质资源的保护，浙江自主选育品种同
样迈出大步伐，一批科研单位育种团队、企业高能级
育种平台脱颖而出，先后育成了浙江中白猪、国绍 I号
蛋鸭、浙系长毛兔、浙江浆蜂、梅岭黄鸡等 5 个新品
种。目前，正在培育的品种还有9个。

根据计划，到 2025 年，浙江有望实现年可供种
猪 30 万头、优质肉种鸡 150 万套以上，基本实现种
源自给，以及继续保持湖羊、绍兴鸭、长毛兔、浙东
白鹅等品种向省外供种优势。届时，活体保种与现
代生物技术保种相结合的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体系
也将基本建立。

16个地方家畜保护品种（品系）实现遗传物质保存全覆盖

浙江畜禽品种资源保护打出“翻身仗”

提质增效看良种·资源保护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一明

上半年，辽宁省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养殖场（户）出现亏损，广大养
殖场（户）生产积极性受到一定冲击。近期，生猪价格虽有反弹，亏损
情况有所缓解，但面对下半年生猪价格总体低迷的态势，采取有效措
施，全力做好生猪保供稳价工作势在必行，至关重要。为此，辽宁省于
近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生猪保供稳价工作的通知》，明确要
从继续抓好生猪生产、加强监测预警和指导、抓好非洲猪瘟常态化防
控、保持各项扶持政策稳定、充分利用金融与保险政策等方面入手，全
力推进生猪生产持续平稳发展。

据介绍，为稳定生猪生产，增加猪肉保障能力，辽宁省将持续推进
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推广“大型公司＋家庭猪场”模式。保护种猪生
产能力，努力防止发生非正常淘汰母猪现象，稳定生猪产业发展的基
础。组织专家开展服务指导，推动一批生猪养殖大项目落地，引导养
殖企业建设高标准畜禽舍和养殖设施。推动生猪屠宰产能由养殖集
中区域转移推进“活猪调运”向“调肉”转变。

加强生猪生产监测预警是做好稳价的重要措施，辽宁省将密切关
注生猪生产和市场价格变化情况，加强对生猪存出栏、能繁母猪存栏等
情况的监测，做好省内5000个生猪规模养殖场（户）月度跟踪监测，确保
监测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加强信息的发布频次，使养殖场（户）及时
掌握生产信息，引导养殖场（户）调整生产，多种形式宣传讲解压栏风险，
最大限度地规避市场风险。加强技术指导和服务，引导养殖场（户）优化
猪群结构，推广节本增效饲养管理技术，帮助养殖场（户）渡过难关。

辽宁省明确要抓好非洲猪瘟常态化防控，依法督促落实养殖、贩
运、屠宰加工等各环节从业者动物防疫主体责任。要引导养殖场（户）
改善动物防疫条件。强化非洲猪瘟疫情监测排查，建立重点区域和场
点入场抽检制度。健全动物疫情信息报告制度，加强养殖、屠宰等环
节动物疫病信息管理。实施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分区防控，统筹
做好调运监管和市场供应等工作。

据了解，辽宁省将保持各项扶持政策稳定，加快各类扶持资金落实
进度。保持生猪用地、环评、金融等方面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鼓励生
猪养殖设施建设多层建筑，生猪养殖可使用宜林地，努力解决用地难
题。对畜禽粪污全部还田利用的养殖场（户）实行环保部门登记管理，不

需申领排污许可证。完善政府猪肉储备调节机制，适时启动猪肉收储工作。
同时，充分利用金融与保险政策稳定生猪生产，扩大育肥猪、能繁母猪政策性

保险覆盖面，调动养殖场（户）参保积极性。探索开展畜禽养殖收益险、畜产品价格
险试点，逐步实现全覆盖，建立健全畜牧业风险分担机制，积极发展生猪期货，努力
解决养殖“贷款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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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牛核心群。 郑永明 摄

吉林靖宇县
“秸秆变肉”推进肉牛工程建设

近年来，吉林省靖宇县立足资源优势，优化产业结构，压
实职责分工，多措并举，全力推动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截至
2021 年 7 月末，全县肉牛存栏 24451 头，其中能繁母牛 11745
头，同比增长45%，全县肉牛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秸秆变肉”工程的决策部
署，加快推进“千万头”肉牛工程建设，靖宇县畜牧兽医管理总
站开展了肉牛普查工作，全面摸清了全县肉牛特别是基础母
牛的发展数量，为下一步推进肉牛保险、开展活体抵押、落实
普惠金融和政策性补贴等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省级“粮改饲”试点县，靖宇县利用500万元青贮饲料
资金重点支持肉牛家庭牧场、养殖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及
具有带户能力的肉牛养殖场开展标准化改造；引进优质肉牛
冻精为优质育龄母牛繁育改良；对肉牛养殖场玉米青贮10吨
以上的，按照每吨60元的国家补贴标准进行补贴。

为支持基础母牛扩群增量，靖宇县对从国外新引进规模
超过50头的基础母牛予以补助。支持肉牛保险和融资，实施
活畜禽抵押贷款政策，对符合条件的肉牛养殖规模经营主体
给予保险补贴，每头肉牛最高保额由 1 万元提高至 1.5 万元。
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农机补贴范围内的养殖户购置农
机具进行补贴。支持秸秆饲料化利用，积极争取“粮改饲”政
策资金，截至2020年末，累计向养殖户发放“粮改饲”补贴资金
200余万元。

下一步，靖宇县将继续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总结典型经验
并加以推广，促进全县肉牛产业快速发展。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一明

山东莘县樱桃园镇
集约化养殖 做强肉鸡产业

山东省莘县有“中国小肉食鸡之乡”美誉，该县樱桃园镇党
委、政府紧紧围绕“加快建设经济强镇，努力实现跨越发展”的
工作思路，积极打造肉鸡产业，建设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据了解，肉鸡产业是樱桃园镇农业的支柱产业和优势产
业。多年来，镇党委、政府精心规划、科学调控，形成了肉鸡饲
养、屠宰、加工等产业布局。以华莱士、森盛等龙头企业为引
领，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采用利益联结机制，构建了较为
完善的肉鸡产业链条。该镇肉鸡龙头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品
牌意识不断增强，为扩大市场销售、提高产品知名度，对肉鸡
产品进行商标注册或产品、产地认证。

近年来，樱桃园镇积极发展肉鸡集约化养殖，坚持环境优
先的原则，“控制”养殖用水，加强基本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加强沼气工程和推进肉鸡粪污处理中心建设，大力发展
有机肥加工，达到废弃物全部无害化处理。同时，推广绿色肉
鸡生产技术和模式。推广肉鸡高效饲养配套、肉鸡规模化高
效养殖、种肉鸡场疫病净化等技术。建立肉鸡标准化养殖基
地。优化品种结构，构建肉鸡良种繁育基地，实现肉鸡产业转
型升级，加快推进肉鸡“三品一标”产品及基地申报，形成在国
内外具有竞争优势的区域公共品牌。

目前，该镇产业园年存栏肉鸡1.37亿只，标准化肉鸡养殖
场10家，年出栏肉鸡3000万只以上的标准化规模肉鸡场5家，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家；肉鸡总产值12亿元，占园区总产值
的 85%。面对未来，樱桃园镇充满了希望。“我们将努力做大
做强肉鸡养殖产业，实现百姓富裕、乡村振兴。”镇党委书记秦
明涛说。 崔颖辉 胡耀飞

河南汝南县常兴镇
“冻精改良”促肉牛产业快速发展

“俺依靠‘冻精改良’技术，从前年的 20 头能繁母牛发展
到现在的 66 头肉牛，年收入 50 多万元。”8 月 20 日，河南省汝
南县常兴镇肉牛养殖户李卫东高兴地告诉笔者，推广“冻精改
良”技术，让他过上了“牛”日子。

近年来，常兴镇把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相结合，立足水草
资源丰富的优势，采取政策扶持、技术指导、协会带动等方式，
鼓励肉牛养殖企业、合作社、养殖户引进优质育龄母牛，推广

“冻精改良”技术，育龄母牛受胎率从 85%提升至 94.7%，促进
了肉牛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在此基础上，该镇对养10头育龄
母牛的养殖户，每产一头牛犊，政府就给予1000元的补贴，从
而激发了企业、合作社、养殖户的养牛积极性。

目前，该镇已有 18家肉牛养殖企业，养殖肉牛 30头以上
的大户有 1000余户，全镇肉牛存栏 2万余头，能繁母牛存栏 1
万余头，年实现产值2亿多元。 杨明华

去年6月，陕西省岚皋县南宫山镇的王德春返回家乡桂
花村三组当起了一名“猪倌”，并组建了岚皋县硕健养猪农民
合作社，引进的120多头仔猪育肥后已经出栏50头，收入10万
元，同时引入50头母猪进行自繁自养，预计年收入可达60多
万元。图为王德春正在给猪喂饲料。

廖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