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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资讯记者调查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阎红玉

隆冬时节，记者走进了吉林省白城市通榆
县十花道乡张淑文家，正在院子里喂牛的张淑
文告诉记者，她饲养的品种是通榆草原红牛和
安格斯黑牛。张淑文说：“我家养牛就养了 7
年，现在自己家的庭院里建了2个牛舍，养了63
头牛，十一月份的冬季，农村地里的粮食都收完
了，我们就把大一点的牛赶到大地里去放养，小
一点的牛就在家里喂养。在大地里放养的牛能
自由自在地找秸秆和收地时落下的玉米吃，这
对地和牛都有好处，牛排出的粪便直接就落到
地里，培肥了地力，牛通过在大地里散放，增加
了运动量，对生长和防疫都有好处，仅养牛一
项，我们家每年纯利润最少就能收获10万元以
上，我们早就迈入小康水平了。现在，我们家是
养着肉牛加入到乡村振兴的序列中了。”

特别是2021年，吉林省实施了“秸秆变肉”
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更是增强了广大养殖
户的信心。

企业带动
农户养牛致富有“奔头”

坐落在通榆县十花道乡的吉运农牧业
2017 年建厂，目前存栏基础母牛 1.7 万头，12
个乡镇里有 406 户农民饲养该厂提供的基础
母牛 6054 头。公司总经理张颖告诉记者：“我
们公司挑选有能力会饲养的农户或者合作社
饲养肉牛，农户一般都是饲养 10 头左右，一年
纯利润能达到 7-8 万元。我们给农户发放怀
孕的基础母牛流程是：一头怀孕母牛交给农户
是 2.3 万元，农户只需拿出 20%的资金，其余部
分，我们公司反担保，到银行贷款 80%，母牛生
小牛后，在小牛长到 520 斤左右时，我们每头
牛按 1.08 万元回收。这样做，农户风险小，公
司风险小，银行风险也小，农户养殖的积极性
十分高涨。”

张淑文说：“我们养殖户背后有吉运公司
支持，不怕牛卖不出去，我们养牛致富有奔
头”。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吉运公司基础
母牛将发展到 10 万头，更多地是发展周边乡
镇农户养殖，让更多的农户享受到养殖肉牛带
来的红利。

通榆县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科长夏春普
介绍：“到目前为止，通榆全县肉牛养殖达到
19.8 万头，‘十四五’末，全县肉牛将发展到 80

万头。”

合作社助力
养殖肉牛利润高

通榆县吉旺养牛合作社理事长郑海涛向
记者介绍：“我是从 2018年 4月份，在吉运公司
的支持下开始养殖肉牛，目前，合作社存栏
784 头，今年，合作社出栏肉牛 236 头，从 2018
年到现在，合作社每年养殖肉牛的利润都在
150 万元以上。合作社现在有 6 户社员在这里
打工，这六户社员还牵来 53 头肉牛让合作社
代养，每头牛的利润都在 5000-8000 元不等，
他们在这里打工，每年还有 3-5 万元的收入，
给合作社社员代养的牛，我们基本不收取任何
费用。合作社的社员和周围农民都愿意到我
们这里来打短工，打短工的工资是每人每天
150 元。”今年 60 多岁的杨继武老人在合作社
里打杂工，按天算钱，他也牵来了 5 头肉牛请
合作社代养。他说：“我的牛放到合作社里代
养我放心，每年得到的利润都很稳定还增长，
我在这里打杂工也很舒心。”

记者在通榆县吉旺养牛合作社看到，合作
社养殖肉牛的品种里安格斯占的比例较大。
记者在询问饲养员时得知，安格斯肉牛好喂、
好放，长肉快，体躯矮而结实，肉质好，出肉率
高。目前，通榆县现有养殖肉牛的合作 630
家，这些合作社极大地带动了全县农民养殖肉
牛的积极性。

推动“四化”转型
让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1 年，白城市委、市政府为深入贯彻落
实全省“秸秆变肉”“千万头肉牛”发展决策，成
立了“书记+市长”任双组长的工作专班，推动
肉牛产业向良种化、规模化、加工精深化和品牌
化这“四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力争“十四
五”期间发展肉牛150万头。截至目前，全市肉
牛饲养量发展到43.9万头，同比增长55%，其中
存栏37.3万头，同比增长66%；出栏6.6万头，同
比增长 12%，初步形成了头部企业引领、“小规
模大群体”支撑、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

据了解，为实现良种化繁育，白城建立财政

补贴机制，对使用每剂 30 元以上优质冻精的，
补贴 50%，最高不超过 50 元；对使用性控冻精
的，每剂最高补贴 100 元，降低养殖户冷配成
本，推动从源头改良品种、提高品质，打造全省
乃至全国重要的肉牛种源供应基地。目前，白
城德信公司拥有种公牛194头，比年初多32头，
增长 19.7%；年产冻精 300万剂，占全省近 40%、
全国近10%。同时，强化企学研合作，推进和合
牧业高档牛基因育种工程，通过胚胎移植成功
育出纯血和牛 300 头；吉运公司国内顶级的安
格斯牛纯繁基地计划明年建成。

在规模化养殖方面，白城壮大龙头企业，
形成标志性示范，通榆吉运安格斯基础母牛
存栏量居全省前三，支持和合、吉天然向万头
规模迈进，其中和合牧业累计引进澳洲、南美
洲优质基础母牛 6000 余头，现存栏 8000 头，
计划年底新入场 5000 头。打造标准化园区，
支持鼓励村干部带头养牛，推进“出村入园”
建设，带动全村发展，力争“十四五”期间打
造“千牛村”30 个、“万牛镇”14 个，把小农户
带入现代养牛轨道。创新园区建设模式，通
榆县整合资金 4.7 亿元，规划建设 2000 头肉
牛标准化养殖园区 10 个，像抓工业标准化厂
房和孵化器一样建设标准化养殖场，租赁给
养殖主体轻资产养牛。目前，全市千头以上
规模养殖场发展到 4 个，存栏 50 头以上的养
殖主体发展到 1700 余个，存栏量超 19 万头，
约占全市存栏总量的 50%。

据介绍，白城还重点推进了牧业精深化加
工。白城坚持全链条、全利用的产品开发战
略，科学布局屠宰加工项目，投资 5.8亿元的吉
牛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20 万头肉牛屠宰加工项
目快速推进，计划明年 5 月投产，预计年产值
超 50 亿元，建成区域规模最大的肉牛精深加
工龙头企业及牛肉储备中心库。和合 10 万头
屠宰基地建设扎实推进，计划明年底投产运
行。加快由卖牛向卖肉、卖食品转变，提高肉
牛产业附加值。

为了更好地突出品牌化，白城用好通榆草
原红牛、通榆草原红牛肉、敖牛山黄牛、万宝敖
牛山黄牛肉 4 个肉牛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采取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三位
一体”的发展模式，打造具有白城特色的肉牛品
牌。抓好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和质量可追
溯体系建设，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牢牢守住无
疫区底线，打牢品牌发展基础。积极参与“吉林
肉牛”品牌推介联盟，借助白城与长春、嘉兴等
合作契机，支持企业在域外建设品牌专营店、展
销专区，有效提升品牌的影响力。

吉林省白城市

“四化”推动牛产业迈上新台阶

我国畜禽屠宰国际标准制定取得
突破

近日，由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农业农村部屠宰技
术中心）主持制定的国际标准《生猪屠宰操作规程》（ISO
23781∶2021 Operating procedures of pig slaughtering）在国际
标准化组织（ISO）官网上发布，这是我国主导的首项畜禽屠宰
领域国际标准。

据了解，该标准是在我国国家标准《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生猪》（GB/T 17236—2019）的基础之上研制完成的，规定了
生猪屠宰的屠宰操作程序、肉品贮存等要求。为落实 2018年
修订实施的《标准化法》关于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的要
求，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农业农村部屠宰技术中心在组织
修订国家标准《生猪屠宰操作规程》（GB/T 17236—2008）的
同时，于2018年向 ISO申报了同名的国际标准项目，并于2019
年获批立项。此后，按照 ISO 标准制定要求，组织国内外专
家，完成标准起草、研讨、征求意见、审查等程序。该标准在审
查表决中，参与表决的 ISO 成员全部投了赞成票。由我国屠
宰标准转化为国际通行的 ISO 标准，将会带动我国生猪产品

“走出去”，提高我国生猪屠宰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一明

四川育成自主知识产权生猪父本
新品种

12月 3日，农业农村部发布第 498号公告，四川省自主培
育的川乡黑猪新品种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鉴
定，并颁发证书。

川乡黑猪是由四川省畜科院主导培育的我国首个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生猪父本新品种，它的育成，打破了我国商品
猪生产中外种猪作为父本的垄断局面。川乡黑猪是四川省继
天府肉猪、川藏黑猪2个配套系之后育成的生猪新品，该品种
通过审定、鉴定，对打造生猪种业“华系芯片”，提升我国核心
种源自给率和推动四川省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具重
要的战略意义。

据介绍，在四川省农作物及畜禽育种攻关计划、重大科技
专项的持续支持下，四川省畜科院利用我国特有的遗传资源
藏猪和杜洛克猪作为育种素材，采用 BLUP 法与分子标记辅
助选择相结合的现代育种技术，历经12年育成了川乡黑猪，该
品种是一种优质高效黑色父本新品种。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一明

□□ 胡建强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范亚旭

冬日里，走进河南省通许县玉皇庙镇
西陈集村蛋鸽养殖场，一排排整齐的鸽笼
映入眼帘，白色、灰色、棕色的鸽子争先恐
后地啄着食槽里的鸽粮，成千上万只鸽子

“咕咕”地叫个不停，场面十分壮观。鸽子
的主人罗海峰一早就来到养殖场内打扫卫
生、喂鸽子。“只要听到鸽子的叫声，还有那
扑哧扑哧翅膀扇动的声音，我就特别高
兴。”45岁的罗海峰，一边给鸽子喂食，一边
高兴地对记者说。

由于罗海峰的父亲常年有病，加之一
家人缺乏技术，罗海峰家在 2014 年底被识
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不甘贫困的罗海
峰见朋友有养蛋鸽的，还挺能挣钱，就想
让扶贫干部帮着养殖蛋鸽。观念一转天
地宽，缺资金，镇包村干部找银行为他协
调了 5 万元的贴息贷款；缺技术，扶贫干部
邀请县畜牧专家亲自给他指导。2015 年
初，在镇村两级的帮助下，罗海峰顺利盖

起了养鸽大棚。
俗话说，头三脚难踢。为了尽快掌

握养鸽技术，罗海峰每天除了种地外，所
有的闲暇时间都用来请教专家和查阅资
料学习养殖。他还经常到外地向技术能
手和养殖专业户学习养殖经验，在不断
钻研学习中，总结出了一套适合自己的
养殖秘诀。

在养鸽大棚里，记者看到每个鸽笼上
都挂上了一张纸，上面详细记录着每只鸽
子下蛋的时间、雏鸽出生的时间等。“要想
将鸽子喂养好、不生毛病，饲料是关键。麦
子属于凉性，玉米属于热性，冬天鸽子需要
热量，玉米要多喂一点，夏天气温高，要多
放些麦子。”罗海峰说。

说起养鸽子，罗海峰讲得头头是道，
“鸽子可是个宝贝，鸽肉可以食用，鸽蛋含
有大量优质蛋白质和磷脂、铁、钙、维生素
A、维生素 B1、维生素 D 等营养成分，口感
细腻爽滑，易消化吸收，被称为‘动物人
参’。现如今，这小小的鸽蛋可是我发家致
富的‘金疙瘩’。”

随着罗海峰的蛋鸽养殖规模不断扩
大，由最初喂养的 500 对鸽子，发展到目前
的 2500 对。“一只蛋鸽 10 天可产 2 个蛋，
5000只蛋鸽一年就可产30多万个蛋。一个
鸽蛋能卖 3.5 元，光鸽蛋一年可收入百万
元；同时，当幼鸽一个月后长到大约有六七
两重时即可出售，一只肉鸽 18-20 元，这又
是一笔收入。”罗海峰讲道。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罗海峰通过
养殖蛋鸽，早已经脱了贫，并且在县城买
了房，也买了车，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
在罗海峰的带动下，西陈集村又有 9 户村
民养起了蛋鸽。目前，全村共养殖蛋鸽 2
万多只。

“下一步，全镇将加大对西陈集村蛋鸽
养殖产业的扶持力度，帮助他们扩大养殖
规模，提高现代化养殖水平，发展多样化、
精细化经营，将肉鸽、鸽蛋等进行深加工提
升产品附加值，打造品牌，在乡村振兴的道
路上唱出更加嘹亮的‘鸽’声。”为服务好西
陈集村蛋鸽养殖产业，玉皇庙镇党委书记
赵建永表示。

“鸽”声嘹亮致富路

12月6日,在安徽省庐
江县柯坦镇陈埠社区养殖
大户张亮的鸡棚里,鸡场
饲养员正在管理、饲喂“三
黄”鸡。据了解，张亮饲养
的鸡使用稻谷、玉米、小
麦、蔬菜为主的自配料来
饲 养 ，深 受 网 购 客 户 喜
爱。他每年养鸡四茬共计
5000 多 只 ，产 值 30 多 万
元，能获纯利10万多元。

徐州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惠

2021年12月5日上午，中国农业大学“领头羊
计划”邀请校外指导老师来到动物科技学院，给羊
健康养殖专项研究生们讲述“乡村振兴时代背景
下县域羊产业发展模式”的案例报告。

“领头羊计划”是2019年初由中国农业大学动
物科技学院率先实施羊专业方向的三全育人学生
培养平台——领头羊发展计划。该计划以培养羊
专业方向学生的科研能力、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能力、融入社会能力为核心，通过专家讲座、大型
现代羊场和与羊相关企业深度实践、国内外交流
实习等方式，为我国羊产业培养具有爱国情怀、创
新思维和创业能力、综合素质强的领头羊和领军
人才，以推动羊产业加快发展。目前，中国农业大
学联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全国
20所高校，共同发起“领头羊计划高校联盟”，共同
探索“融合第一、第二课堂培养行业领军人”人才
培养模式，共同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在报告中，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羊学分会常
务理事段心明作为领头羊计划校外指导老师，给
学生们详细介绍了山西省怀仁市模式——“中国
羔羊之乡”、甘肃省环县模式——“中国羊业科技
硅谷”和甘肃省古浪县模式——“羊产业振兴乡
村”等 6个典型成功案例，深入分析了各地的产业
定位、成功因素以及未来潜力。他还从乡村振兴
战略的内涵、路径两个方面解读乡村振兴战略，介
绍了羊产业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的作用，使同
学们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对羊养殖、农产品
加工生产以及技术转让等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在交流互动环节，同学们认真向段心明询问了湖
羊规模化养殖的地区差异、纯种养殖等问题。参
与“领头羊计划”的研究生们纷纷表示，通过讨论
让他们对未来在科研实践中如何服务于产业有了
思考，也充分理解了羊健康养殖培养方案中强调
要到生产实践中发现问题的重要意义。

中国农业大学羊健康养殖专项负责人、“领头
羊计划”秘书长张微教授认为，邀请段心明这样常
年在羊产业一线工作、拥有丰富经验的人才做“领
头羊计划”校外指导老师，可以让学生充分将理论
结合实际，引导学生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报告极具
实践意义。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动物营养与饲料
科学系主任马秋刚教授表示：“依托‘领头羊计划’
平台建设的羊健康养殖专项积极探索尝试多元化
人才培养模式，希望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能为
产业培养出更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可堪当
大任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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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吉运农牧业有限公司牛场里肉牛正在吃料。 资料图

《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2021—
2035年）》白皮书正式出版发行

畜禽种业是畜牧业发展的根基，是畜牧业核心竞争力的
重要体现。国家高度重视种业发展。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
2020 年国务院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都明确提
出，要实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农业农村部深入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全面总结第一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
基础上，于2021年4月28日发布实施《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
（2021—2035年）》，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新一轮改良计
划的相关情况。

2021 年 11 月，由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全国畜牧总站
编制的《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年）》白皮书由中
国农业出版社正式出版，全国发行。

新一轮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是国家层面启动的第二
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明确了未来十五年我国生猪、奶牛、肉
牛、羊、蛋鸡、肉鸡和水禽等主要畜禽遗传改良的目标任务和
技术路线，提出了立足“十四五”、面向2035年推进畜禽种业高
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这是确保种源自主可控、促进种业振兴
的一个重要行动，将为筑牢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人民美好生活
的种业根基提供有力支撑。

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供稿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
科技力量助肉羊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促进科技经济融合，助力内蒙古巴彦淖尔肉羊产业高
质量发展，12月3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中国农学会承
办、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科学技术协会协办的“科创中国”产学
融合会议——肉羊产业发展研讨会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世界羊肉看中国，中国羊肉看内蒙古，内蒙古羊肉看巴
盟。”巴彦淖尔市地处农作物种植的黄金纬度带，北部的乌拉特
草原天然草场 7900多万亩，发展畜牧业条件得天独厚。近年
来，巴彦淖尔市积极打造从肉羊养殖到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
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肉羊繁育和高效生产经营模式，已成为全
国地级市中唯一能够四季均衡出栏的肉羊养殖与加工基地。

中国农学会党委书记刘瑞明表示，今年是“十四五”开局
之年，伴随着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机遇，巴彦淖尔作
为中国科协设立的“科创中国”试点城市中，唯一一个以农业
产业发展为主的城市，具有代表性、特殊性。中国农学会将从
广泛凝聚智慧，搭建交流平台；聚焦产业需求，共商发展大计；
汇聚产学主体，探索融合机制等方面，助力巴彦淖尔市肉羊产
业高质量发展。

巴彦淖尔市科协副主席孙溢从肉羊规模、自草料资源、优
质种源基地建设、加工企业体系、交易平台、技术研发等六个
方面，对巴彦淖尔肉羊发展的情况做了详细介绍。内蒙古大
学副校长刘永斌、中国农科院加工所副所长张德权、中国农业
大学教授李孟华、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郭天龙、内蒙古农牧业
科学院肉羊疫病专家杨斌分别围绕肉羊品种选育与健康养
殖、羊肉加工的未来、世界优良绵羊种质及遗传改良、肉用羊
节本增效福利养殖关键技术成果开发与应用实践、肉羊疾病
防控技术等方向作主旨报告。

肉羊产业发展研讨会是中国科协“科创中国”系列产学融
合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创中国”旨在聚焦“科创中国”试点
城市，广泛邀请政产学研金服用各类创新主体参与，搭建集约
多方资源的产学融合平台，注重落地见效。刘瑞明表示，中国
农学会将继续围绕“科创中国”工作部署，建立长效机制并长期
落户地方。希望通过研讨会，能同探索一条联系创新主体、汇
聚创新资源、构建协作网络、营造创新生态的产学融合之路，真
正形成为地方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科技经济融合的长
效服务新机制。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丽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