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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合作社+小场”解决“游离”场（户）
的技术与销路问题

肖智远 吴 霞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广州 510430

摘要 笔者所在的绿色农业创新团队持续对广东多个地市开展调研，发现在畜禽养殖方面，除了大规模的

企业，也存在很多小养殖场。从客观上说，要正视传统的小场与规模化养殖在一定时期内并存这一现实，目前有

些地方对小场实行“格杀勿论”是行不通的，必须给予一定的生存空间。小场能够融入以“公司+农户”及其升级

版为代表的一体化合作模式当然是最好选择，但是，没有“公司”到来的地方或“公司”顾不过来的小场还有很多。

如何解决游离于“公司+基地+农户”之外的其他场户技术力量不足、销路不大的问题？要发挥农民养殖合作社互

助共赢的作用，要合理定位农民养殖合作社，其要提供全链条服务，要健康养殖提升产品质量，要三产合一完善

食品供应链，要统筹开展或指导无害化处理，要合理防疫与科学用药，要加强建设、提升小场运转水平：一是合法

合规，二是做实做专，三是提高组织带动能力，四是落实权责。

关键词 农民养殖合作社；畜禽；小场；技术；销路

笔者所在的绿色农业创新团队持续对广东多个

地市开展了调研，发现在畜禽养殖方面，除了大规模

的企业，也存在很多小养殖场，在当今提倡畜禽养殖

规模化专业化的时代，传统的小养殖场该何去何从？

1 是给条活路还是“格杀勿论”?
近几年来，笔者所在的绿色农业创新团队持续

关注畜禽养殖情况。

畜禽养殖企业相当部分比较大型，有些拥有自

身的肉用畜禽饲养场、种用畜禽饲养场、饲料场、屠

宰加工厂，自动化、智能化程度很高，这种以龙头企

业为核心的生产系统具有很强的生存能力。

除了大规模的企业，在我们调研的河源、梅州、

茂名、清远、江门、汕尾等地市，还存在很多小养殖

场。对于它们的存在，近 20年来争议不断。有的人

认为，某些畜禽疫病的蔓延，与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分

散的经营方式有关，为了防控畜禽疫病，应由各级政

府出面，彻底清除；个别地方政府部门下发通知严查

严管，轻则整改，重则关门。因此，有的养殖场自家

了断，有的被罚款、拆场；抱着一线希望想继续养殖

的，按照环保部门指引进行整改，花大量资金建立粪

水处理塔（罐）后，经过等待，被告知仍不合要求，不

能续养，极大地打击了小场的生产与经营积极性。

从客观上说，我们要大力倡导规模化、专业化

畜禽养殖，但也必须正视传统的小场与规模化养殖

在一定时期内并存这一现实，目前有些地方对小场

实行“格杀勿论”是行不通的，必须给予其一定的生

存空间。

禽流感、非瘟以来，小场的处境更加微妙，选择

更加困难。理顺这些问题，一是靠政府给政策，给定

心丸；二是要有组织的引导与指导；三是为了行业的

健康发展，对小场存在的问题必须要充分正视。

2 发挥农民合作社互助共赢的作用

我们认为，能够融入一体化合作模式当然是最

好选择。以“公司+农户”及其升级版为代表的多种

形式在全国都是行得通的，温氏集团带领大量养殖

场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公司+农户”二者各自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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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优势，在养殖活动中，实现社会资源效益最大化。

但是，没有“公司”到来的地方或“公司”顾不过来的

小场还有很多很多。有新增的，有被停后复产的，有

养猪场转养禽场的，都有可能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

调研表明，有些地方发挥农民合作社互助共赢

的作用，以“合作社+小场”形式，可解决游离于“公

司+基地+农户”之外的其他场户技术力量不足、销

路不大的问题。

其实，在发达的农业国家，随着合作社规模的

扩大，一些农产品的市场已完全为合作社所占有，

小场相互分工，各司其责，既保持了小场的独立性，

又形成了集约化和规模化生产，增强了整体实力；

农民合作社主要有采购型的、信用型的、销售型和

生产资料供应型的，都有自己的经营范围和目标。

在国内，我们调研的黄鸡、肉鹅、肉鸽、生猪、蜜柚、

粉葛、蔬菜、稻田养鱼等合作社，也值得学习借鉴。

在市场竞争力有限的背景下，农民按照民主自

愿的原则，建立起互惠共赢的农民合作组织，发挥了

技术指导、传递信息、协调产销、集中处理产品、开拓

市场等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市场风险。

3 准确定位，全链条服务

3.1 定位农民养殖合作社

1）搭建平台和机制，将分散小场组织起来，整

合相关的土地、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资源，初步形成

商品基地和产供销一体化经营。

2）做好畜禽场与政府之间，畜禽场与社会之

间、畜禽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沟通，尤其是协助政

府部门把握养殖准入门槛，加强中小养殖场注册制

度，规范养殖行为。

3）带领成员应对市场波动，减少对农户的冲击，

通过合作方式共担风险，使小场有相对稳定的收益。

4）解决小场缺乏技术和经验的问题，落实科学

养殖行动，制订和实施标准。

5）将发展养殖与扶贫致富、乡村振兴结合起

来，带领农村养殖户告别贫困，助推当地农村经济、

社会、文化发展。

3.2 提供全链条服务

以农民合作社为载体，建立高效的服务组织，

加强产前、产中、产后社会化服务，将小场户引入产

业链的各个环节。

1）产前。抓好养殖技术培训工作，依靠科技进

步推广新技术，如环境控制、工厂化饲养畜禽、微机

应用技术，饲料营养改善技术，畜禽疫病防控和环

境保护技术。

2）产中。带动广大农民积极、主动、自觉地发

展绿色畜禽业生产，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完

善检测手段，实行养殖全过程质量监管和养殖档案

管理，建立畜禽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

3）产后。充分发挥合作社在开拓市场、搞活流

通中的骨干作用，将供需双方直接联结在一起，既

能最大限度地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减少交易成本，

又能提高交易效率。

3.3 统筹开展指导无害化处理

由于环保压力、“禁限养”是导致一些禽场、猪场

被迫关停的主要理由，现实上也有一些小场存在粪水

污染和臭气。所以，统一开展或指导无害化处理，是

合作社及其成员的事业能否延续的关键。只有扫好

环保门前雪，才不会成为因“污染”而被关停的把柄。

畜禽粪便含细菌和病毒，要对包括畜禽粪便在

内的养殖场废弃物减量化排放、无害化处理、资源

化利用，不污染环境；粪便如要作土肥用，则必须经

彻底消毒和曝晒处理。另外，要着力调整畜禽养殖

结构，改变养殖方式，推广科学的生态循环养殖，舍

内污水不随意乱排，有合理的排污设施。

3.4 合理防疫与科学用药

针对小场的特点，在合作社推广以防为主特别

重要，采取接种免疫预防疾病，习惯性地不搞免疫

或有病时才用药治疗肯定是死路一条。

合理使用药物是关键。畜禽小场不是一块净

土，确实存在不合理使用抗生素，乃至可能污染所

生产的禽肉、蛋品并给消费者带来生命危害与威

胁，要推广如营养型免疫增强剂、中草药、微生物制

剂、植物提取物等健康养殖产品替代抗生素，减少

抗生素的使用量和使用规模。

合作社要严格执行休药期制度。畜禽产品上

市前进行抗生素药物残留的常规检测，加强对小场

残留违规的处罚。

要指导监督小场将病死畜禽放入不漏水的塑

料袋里送往处理点进行无害化处理，严禁随意乱

扔；掩埋畜禽的坑要足够深，要保证能立即、有效地

杀灭病源，否则会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

3.5 健康养殖提升产品质量

健康养殖要以人民生命健康为重，合作社要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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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农户自觉地遵守有关饲养管理、合理用药的规

定，采取安全、卫生、合格的畜禽产品养殖模式。

1）统一标准。做到畜禽生产各环节的标准化，

要有完全适用的良种繁育、生产方式、营养标准等

技术指标和参数，作为提高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的保

证、规模化大生产的基础。

2）在“绿色”“本地产”“新鲜”方面做文章。争

取申请和确定自己的商标，赢取大中型宾馆、政府

部门、涉外部门、食品加工部门和有影响的固定批

零点的订货，拓展和占领市场，可大大提高产品价

格。如能真正做到生产过程不残留药物、不含有害

化学物质、申请了绿色食品等称号，更能吸引较高

层次的消费群体，打入超级市场和综合商厦。

3.6 创办养殖小区

畜禽养殖小区是指符合当地整体规划，独立兴

建的、专门从事畜禽养殖、有一定生产规模、一定的

管理制度、受一定的经济利益制约的、由一户（或企

业）或若干户（或企业）组成的养殖区域。

在远离村庄的地方建养殖小区，既改善了农村

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和公共卫生条件，又改变了小

场利用旧房或房前屋后空地养禽，人禽混居的局面。

通过集中养殖及在小区内建设相应的设施集中处理

畜禽粪污，能有效避免畜禽粪污造成的环境污染。

实行规范管理，减少与外界的接触，加强了自

身防疫和消毒，有效地控制畜禽疫病的发生和流

行，确保人与畜禽的安全。

推进了畜禽养殖方式的转变，提高饲养管理水

平，保证畜禽产品安全优质；形成优势产业和主导

产业，提升畜禽经营水平和畜禽产品的质量。

3.7 三产合一，完善食品供应链

小场生产出好的产品、适当加工、卖得出去、卖

到合理价格就是硬道理。

1）有基础、有能力的合作社，要逐步推进生产、

加工、物流、市场营销等一二三产业融合，形成一个

完整的产业体系，完善绿色食品供应链，生产基地

连接物流配送中心、配送中心连接连锁超市和连锁

专卖小店。

2）相比于个体畜禽场，合作社更可以在“互联

网+营销”方面做点文章，培育新型的交易方式，积

极开展网上交易，可在短时间内送货，争取一些大

型超市订货。

3）合作社的产业体系要与推进有机食品、绿色

食品、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同时进行。

4）合理分工，大一点的场要更多地使用先进科

学技术，进行集约化、专业化生产；一些小规模的最

好只生产经营一种业务或产品（如不要既养鸡又养

猪），更不能包罗万象（如养鸡养猪又搞加工、搞运

输）；可以让一些农户不搞养殖，专门只做加工、运

输、销售等。

4 加强建设，提升运转水平

4.1 合法合规

农民合作社产业类型日趋多样，合作内容不断

丰富，服务能力持续增强，已成为实现小场和现代

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中坚力量。

经国务院同意，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等 11个
部门 2019年 9月 5日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农民合作

社规范提升行动的若干意见》，要求合作社要完善

章程制度，健全组织机构，规范财务管理，合理分配

收益，加强登记管理；增强农民合作社服务带动能

力，引导家庭农场组建或加入农民合作社。

合作社开展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中要重质量、重

服务、重信誉、重自律。如果一个小场没有遵守有

关规定，就有可能使所有成员的产品被一锅端，甚

至负上刑事责任，出现不好的“晕轮效应”。为此，

需要不断灌输绿色、共享、可持续发展理念，宣传食

品安全与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政策；树立成功典型，

并总结失败教训。

4.2 做实做专

如果有可能，经政府支持和合作社努力打造，一

个村，甚至一个镇都从事养殖，努力成为“一村一品、

一镇一业”项目。一个合作社只着重从事一个或一

类产品，做实做专。例如在某合作社，其成员都是山

地养殖胡须鸡的，就要由合作社从放养的环境条件、

种苗的选择、饲料的营养成分，免疫程序、药物的使

用及残留、出栏禽等方面制订规范，使得养殖活动标

准、高效；严格做到统一提供雏禽、统一提供饲料、统

一防疫、统一收购、统一加工、统一销售。

要形成工作合力，全面组织、监督本区域内养

殖结构、场户饲养方案；按规定饲喂饲料，开展疫病

诊断、防疫措施，监督执行休药期制度；严格环保方

式，产品的简单质量检测，统一收集处理、完善后续

服务。在控制养殖总量、生产经营、品种、特色和推

进科技进步等方面给予指导、咨询、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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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构建畜禽粪污集中处理
中心的方案

——以华琼家庭农场为例

邹昌新 1,2 赵艳丽 1 李雪琼 1 邹大松 3 向雅洁 4

1.湖北省松滋市农业农村局，湖北松滋 434200；2.湖北省松滋市刘家场镇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湖

北松滋 434200；3.湖北省公安县公共检验检测中心，湖北公安 434300；4.湖北省松滋市公共检验检

测中心，湖北松滋 434200

摘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文件鼓励畜牧大县要科学编制种

养循环发展规划，实行以地定畜，促进种养业在布局上相协调，精准规划引导畜牧业发展。推动建立畜禽粪污等

农业有机废弃物收集、转化、利用网络体系，鼓励在养殖密集区域建立粪污集中处理中心，探索规模化、专业化、

社会化运营机制。近几年，松滋市开展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治理，开展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建设，但有的养殖场粪

污无法及时清运消纳利用，对附近农民生产、生活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也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严重束缚了当地

养殖业的健康发展。完善构建全县畜禽粪污集中处理中心，具有充分的消纳利用条件，通过建立专业服务队伍，

能够及时帮助养殖户清运畜禽粪污，确保畜牧生产能够健康稳定发展。

关键词 畜禽粪污；集中处理中心；方案

湖北省松滋市是畜牧大县，特别是生猪养殖发

展迅速。目前松滋市刘家场镇现有各类养殖场共

计 194家，其中年出栏 50头以上规模的生猪养殖户

149户，年出栏生猪 47 000头。2015-2016年松滋市

对生猪规模养殖场开展了专项治理，建设了完善的

粪污处理设施，并落实了消纳场所，实行就近还田

利用，实现了养殖粪污零排放。2018年底养殖户全

部建设粪污收集设施，年产生猪粪便 3万 t，据调查，

收稿日期：2021-06-16
邹昌新，男，1971年生，高级兽医师。

4.3 提高组织带动能力

合作社要与时俱进，逐步提高档次，增强组织

带动能力，拓宽辐射面，以稳定市场。

合作社不是由“德高望重”的人来搞一团和气，

也不是请几个小青年抄抄写写，填表造册，而是要

真正“有料”，可以逐步有脱产的、有相应业务能力

的专职人员，依靠专门技能获取劳动报酬。

合作社决策者要经常对行业的政策和问题作

调查，准确分析和预测市场和价格变化，在思想上

和行动上有所准备，并为养殖场、加工者、营销者提

供有效参考；要能够引导合理地周转，在严峻的市

场形势下渡过难关；要能够寻找市场空档，开拓新

的商机；要能够挖掘潜力，增产节支，争创经济效

益；要能够提高产品的加工水平及创立名牌；等等。

4.4 落实权责

合作社本身要自我培育，自我发展，自我完善。

要科学决策，建立民主集中的决策机制，不搞一言

堂；也不能由实力强的一家养殖场说了算。

合作社可从多元化、集约化、商品化、市场化中

获得应有的利益；但出现环保问题、药残问题、质量

问题时，也要首先承担其相应的责任，尤其是质量

问题，要主动严把安全关，使食品安全有保障。
【责任编辑：刘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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