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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规章制度，从而达到更理想的防疫效果。

4.3 加强防疫质量监管

在市畜牧兽医站原有每季度抽检 1 次、每次采

样 400 羽份进行监测免疫效果基础上，建议政府部

门加大监测力度，定期或不定期对养殖场（特别是

50 万羽以上的规模养殖场）进行随机采样监测免疫

效果，对免疫不合格场户的防疫服务组织进行警告

或通报，并立即补免，以保证每个鸡群均在免疫保

护期内，同时鼓励养殖场户采样送第三方检测确认

免疫效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定期调查走访养

殖场，对服务态度好、操作规范、效果确实的防疫服

务组织给予一定扶持，推动防疫组织将免疫制度、

消毒制度以及岗位责任制度等融入到防疫工作中，

全面提高防疫社会化组织的服务水平。

4.4 加大培训力度

加大对防疫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技术人员培训

力度，每年不低于 2 次，培训内容包括法律法规、畜

牧兽医方面的规章制度培训，疫病防控、疫苗知识、

隔离消毒等的理论培训，还要开展实践操作等方面

的专业技能培训，使他们不断更新服务理念、提高

服务质量，从思想上、理论上、技能上提升防疫队伍

整体素质。

4.5 提高社保福利保障

严格要求防疫组织为所聘用的工作人员缴纳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切实解决技

术人员的后顾之忧。同时通过严格的考核，对考核

不合格的防疫员及时淘汰。随着社会工资和城乡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适当提高防疫收费标

准，逐年提升职工薪酬待遇，稳定防疫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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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新民市肉牛、羊产业发展现状、
问题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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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沈阳市新民市畜牧技术推广站，沈阳 110330

摘要 近几年，辽宁省新民市肉牛、羊产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产业化发展过程中，也

出现了缺少规模化引领企业、饲养技术水平低、饲养规模小和融资难等问题。为了推动新民市肉牛、羊产业经济快

速发展，新民市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大畜牧公共卫生整治力度、加大科技培训工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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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沈阳市新民市为认真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抓住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的重大机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肉牛、羊产业

化为中心，以解决“三农”问题为目标，以肉牛、羊产

业化、规模化为重点，大力实施突破辽西北战略，认

真落实辽宁省十大畜禽产业发展指导意见，加快新

民市肉牛、羊特色产业发展，引导资本、技术、人才

向特色产业汇聚，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

营体系，助推乡村产业兴旺，为实现新民市经济根

本好转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按照制定好的

《2018-2020 年牛羊产业发展规划》为主线而加倍努

力贯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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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民市基本概况

新民市是辽宁省沈阳市所辖的县级市，位于辽

宁省中部，沈阳市西部，区域总面积 3 318 km2，约
占沈阳市全域面积的 1/4。全市设 4 个乡、20 个镇、4
个街道办事处，一个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共有 335
个行政村，总户数为 225 267 户，户籍人口 66 万，

常住人口 68 万，其中农业人口 50.7 万。全市区域

林地、河床草场 7.12 万 hm2；耕地面积为 32.4 万

hm2，粮食总产量 14.813 亿 kg，其中玉米种植面积

18 万 hm2，玉米总产量 11.7 亿 kg；水稻 5.6 万

hm2；小麦种植面积 0.12 万 hm2；豆类 0.25 万 hm2；
薯类 0.65 万 hm2；果蔬 1.45 万 hm2；其他花生、中草

药、饲料用地等 6.33 万 hm2。生产玉米和花生等各

种秸秆 17.78 亿 kg。因此，玉米资源、糠麸资源、秸

秆资源、叶类资源和草资源非常丰富，是发展牛羊

草食动物的宝贵资源。

2 新民市肉牛和羊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按照以发展草食动物牛羊为基础，以

科学技术养殖为依托，以龙头企业为引领，进一步

推动和促进新民市肉牛、羊产业发展。

2.1 肉牛和羊产业发展趋势

牛羊属于草食动物，是以草换肉，以肉变钱，饲

养成本比较低，经济效益好，农民养殖积极性高的

好项目，也是农民增加经济收入及步入小康生活水

平的主要途径。据不完全统计，2019 年末，肉牛存栏

量 85 784 头，出栏 67 410 头，其中饲养量 500 头

以上的龙头养殖企业 4 个；肉羊存栏 26.13 万只，

出栏 33.54 万只，其中饲养量 200 只以上企业（户）

215 个。全市牛羊屠宰场（点）3 个；牛羊肉食品加工

厂（点）及销售网点 1 217 个。肉牛、羊产业链初步

形成，其经济在畜牧整体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2.2 肉牛和羊产业链初步形成

新民市是全国畜牧业生产大县。近年来，市政

府提出大力发展肉牛、羊草食动物新理念，充分发

挥区域资源优势，以柳绕河区域为中心，实施区域

肉牛、羊舍饲方式为主，半放牧饲养方式为辅，调整

零散饲养方法，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相互合作经

营模式。以“新民市伟然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和

“新民市日日欣养殖场”等 6耀8 家规模化肉牛、羊为

龙头企业，带动区域和周边农户肉牛、羊产业发展。

企业从农户中回收的肉牛、羊进行育肥后送入屠宰

厂宰杀，进行分割、冷藏、包装、上市（或肉食品加工

上市），并以“兰亚绿牧庄园”注册商标为引领，发挥

“品牌”效应，现初步形成肉牛、羊产业链条，企业和

农民互惠互利，达到双赢。

2.3 产业服务体系建设基本完善

为推动新民市肉牛和羊产业迅速发展，先后成

立或调整了新民市畜牧技术推广服务站、新民市种

畜禽技术服务站、新民市动物疫病防控中心和各乡

镇设有畜牧所、兽医服务站，以及各村配置村兽医

（防疫员）及种畜输精技术员等服务机构及技术服

务人员，为全市畜牧业发展服务。在新民市境内建

有“辽宁众友饲料有限公司”等大中小型饲料企业

38 个，经营饲料网点 65 个，为肉牛、羊提供优质饲

料的同时，也走访各养殖户，并上门进行技术服务。

政府主管部门每年聘请专家为养殖场（户）进行 3耀5
次肉牛、羊养殖专项技术培训及现场技术指导工

作，提高了养殖户饲养技术水平，助推了肉牛、羊产

业的发展。

3 新民市肉牛和羊产业存在的问题

新民市肉牛、羊产业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但从整体上看，还存在制约发展的一些因素，与现

代肉牛、羊产业发展需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3.1 肉牛和羊产业缺少规模化养殖和引领

肉牛饲养相对零散，每户大多数饲养量在 3耀5
头，多者饲养 8耀10 头，规模企业为数不多；羊的饲

养量一般在 30耀50 只，饲养量超过 100 只的户为数

不多，饲养量达到 1 000 只以上的企业则更少。

3.2 秸秆利用率较低

全市生产各种秸秆 17.78 亿 kg，其中青（黄）贮

秸秆加工利用仅为 7 000 万 kg（含奶牛利用 2 000
万 kg），还有 17.08 亿 kg 秸秆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甚至焚烧掉，污染环境，浪费资源。

3.3 科学饲养肉牛、羊观念淡薄

农户在饲养肉牛、羊过程中，秸秆不做任何加

工处理直接喂饲、玉米不计量喂饲等的现象比较普

遍，这种不科学的传统饲养方式，浪费了粮食，浪费

秸秆资源，未收到良好的效果。

3.4 产业化水平较低

全市牛羊屠宰企业及屠宰点约 12 个，屠宰卫

生条件和屠宰量有限。特别是肉食品加工，多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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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落叶可以喂羊？

羊喜采食树叶，如槐树叶、榆树叶、紫穗槐、白杨叶、枸树叶、合欢叶、桑树叶及柞树叶等。这些树

叶中粗蛋白质含量按干物质计算都在 20%左右，营养丰富，是羊抓膘和冬季保膘的营养物质来源。夹

竹桃叶、蓖麻叶、漆树叶有毒，严禁饲喂。

来源：安徽日报农村版

个体小加工点、小作坊加工，卫生条件有限，食品存

在安全隐患。

3.5 融资难

在肉牛、羊产业中，新民市虽然有为数不多的

政策支持，但缺乏资金投入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主

要原因。农户养殖存在的不稳定因素较多，特别是

畜牧业安全保险覆盖率较低，银行借贷也有难

度，缺乏多元融资渠道，这些有碍于肉牛、羊产业

的发展。

4 发展新民市肉牛和羊产业的建议

4.1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近几年，各级政府对生猪养殖方面扶持的资金

较多，给予肉牛、羊养殖扶持的资金却较少，秸秆加

工转化为饲料的扶持资金则更少。因此，建议加大

对牛、羊养殖政策扶持力度，不仅可以解决秸秆焚

烧污染环境问题，而且将废弃的秸秆有效加工处理

转化为牛羊饲料，发展牛羊产业，增加农户经济收

入。同时秸秆通过牛羊过腹还田，增加土壤通透性，

激活或增加土壤中有益的微生物，改良土壤，提升

地力，增加粮食产量，其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

济效益意义，利国、利民。

4.2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建议新民市政府以柳绕河区位优势，加大发展

肉牛、羊招商引资力度，在政策上给予协调养殖用

地、银行借贷、养殖保险等工作，以此扶持或带动本

区域肉牛、羊产业发展，增加农户经济收入，富裕一

方百姓。

4.3 加大畜牧公共卫生整治力度

做好畜牧公共卫生的重点是防止动物疾病传

播和粪便污染环境。动物传染性疾病是畜牧养殖业

的公敌，特别是在牛羊饲养过程中，布氏杆菌病和

口蹄疫等疾病时有发生，应加强预防意识，使肉牛、

羊产业得到健康发展。肉牛、羊的粪便乱堆、乱放现

象较为普遍，严重污染周边环境。特别是个别牛羊

发生传染性疾病后到处流动性放牧，污染环境，传

播疾病。因此，建议加大整治力度，实施牛羊舍饲，

对粪便进行村外堆积发酵处理，避免污染环境，影

响公共卫生。

4.4 加大科技培训工作力度

科技培训的主要目的是加强科学饲养管理，转

变传统饲养观念，改善环境，控制各种疾病，充分有

效地利用本地区玉米、糠麸、秧藤及秸秆资源，大力

发展肉牛、羊产业。通过 3耀5 年的技术培训，将培训

出一支新时代科技型农民队伍，带领农民一起致富

奔小康。

【责任编辑：刘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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