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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开阳县生猪产业现状调查
及发展建议

唐才果
贵州省开阳县南江乡农业服务中心，贵州开阳 550300

摘要 为了做大做强贵州省开阳县生猪产业，本文介绍了开阳县生猪产业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品牌效应低，

产业链条短；提出了发展建议：做好产业布局，提升种质资源，提高规模化水平，加快产能提升，打响富硒品牌，强化绿

色发展，落实动物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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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开阳县距贵阳 45 km，位于贵阳半小时

经济圈，境内有 4 条跨省高速大动脉交汇，这些优

势为开阳的畜禽产品快速运往贵阳市场、遵义市场

提供了有利条件。开阳先后荣获“全国生猪调出大

县”“国家生猪储备基地县”等多项荣誉称号，享有

“中国富硒农产品之乡”。2019 年获得国家畜禽粪污

治理整县推进项目资金 3 000 万元，本项目拟新建

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中心 2 个、补助养殖场

（户）畜禽粪污处理设施，实现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为开阳生猪产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条件。开

阳的畜牧产业主要是以生猪产业为主，2020 年通过

招商引进罗牛山集团、正邦集团落户开阳，为开阳

的生猪产业增添强大的发展动力。

1 开阳县生猪产业基本情况

开阳县生猪资源禀赋，现有台农公司、康健公

司、农友公司等 11 个投产的生猪规模养殖场，1 个

生猪饲料加工场，1 个屠宰加工场，保障生猪产业可

持续发展。现有畜禽规模养殖场 21 个，其中生猪规

模场 11 个；现有种畜禽场 4 个，其中生猪种场 3
个；依托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全县生猪产业发展主

要采用“公司+农户”、家庭牧场自繁自养的发展模

式，现有畜禽养殖家庭牧场 781 个，其中生猪家庭

牧场 548 个。截至 2020 年 12 月，全县出栏生猪

58.6 万头，存栏 30.5 万头，其中能繁母猪存栏 3.24
万头。2020 年康健公司新建 6 万头生猪与育肥基地

已经投产；2020 年 12 月底，贵阳市农投高寨 2 400
头能繁母猪原种场从美国引进曾祖带 PIC 种猪

1 900 头，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 PIC 种猪场。

开阳现正在建设的生猪项目有：罗牛山集团高

寨 30 万头富硒生猪养殖基地，目前已经做完土地

扭转工作，预计 2021 年 12 月底全部投产；正邦集

团高寨 1 万头种猪场项目正在进行圈舍主体修建，

目前已经完成总工程量的 40%；正邦集团楠木渡 20
万头生猪育肥基地正在开展土地扭转工作，预计

2021 年底建成，待以上建设项目全部产后，全县生

猪产能可达 100 万头以上。

2 开阳县生猪产业存在的不足

2.1 品牌效应低

开阳县生猪没有品牌，生猪产品品牌创建与富

硒资源优势结合度不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进行

探索发展。现金福禧食品公司开发的“金福禧牌”富

硒腊肉、火腿、香肠等猪肉制品宣传力度、打造力

度、推广力度有待提高，还不能完全被外界消费者

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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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产业链条短

开阳现有的生猪加工企业，就是对生猪进行屠

宰，加工白条肉上市售卖，产品加工增值能力弱；销

售方面，县畜产品没有走高端市场，没有销售专柜，

没有销售门店，多以小商铺、超市进行售卖，产生的

经济效益较低。

3 开阳县生猪产业发展的建议

按照贵州农业农村厅 2019 年《贵州省农村产

业革命生猪产业发展推进方案（2019原2021 年）》工

作指导方案，开阳县作为全省 7 个区县“生猪产业

提质增效样板示范区”之一，应推动生产与生态协

调发展，全面提升综合生产力、市场竞争力和可持

续发展能力。

3.1 做好产业布局

根据开阳县农业产业“四带一园”空间总体规

划布局，结合开阳县未来发展规划，畜牧产业主要

布局在开阳县的南、北部的乡镇。

3.2 提升种质资源

依托市农头高寨 2 400 原种猪场为媒介，开展

生猪育种工程技术研究，开展育种技术集成创新与

示范推广，培育节粮、抗逆、优质、高产、高效的新品

系向全省、乃至全国推广。

3.3 提高规模化水平

分步骤、分类型加强规模化养殖场建设：对年

出栏 500耀1 000 头的养殖场和家庭牧场，引导强化

防疫、粪污处理等配套设施建设和生产管理制度建

立完善，实现规范化生产[1-2]；对年出栏 1 000耀5 000
头的养殖场，重点围绕节料、节水、节能和粪污处理

等环节，鼓励开展圈舍等基础设施的标准化、配套化

改造升级，提高资源利用率；对年出栏 5 000耀10 000
头的养殖场，引导加快应用自动化环境控制系统、

自动化饲喂系统和自动化粪污处理系统，提高机

械化、自动化水平；对年出栏万头以上养殖场，引

导加快应用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技术装备，鼓励

有条件的养殖场推进人工智能养猪，提升智能化

水平。

3.4 加快产能提升

依托正邦集团、罗牛山集团、台农公司、康健公

司、农友公司等龙头企业的连片带动作用，大力推

行“公司+村集体/家庭牧场（农户）”的发展模式，将

生猪龙头企业与散户连接起来，做大生猪产业。

3.5 延伸产业链条

开阳现无生猪精深加工企业，随着后期新建的

猪场建成投产，开阳的生猪产能将实现翻一番，达

到年出栏 100 万头以上。因此，要深入推进现有屠

宰及加工转型升级，拓宽销售渠道，发展“线上+线
下+物流”的生鲜物流新零售业态，补强补链和市场

信息化平台搭建，促进生猪产业从提篮小卖向现代

商贸物流转变、从单一养殖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转变。

3.6 打响富硒品牌

依托现有富硒资源优势，打造开阳富硒生猪产

品，要在畜产品的形象升级、品牌推广、市场开发、

检验检测、技术研发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加大对

金福禧公司开发的“金福禧牌”富硒腊肉、火腿、香

肠的宣传，挖掘市场价值；同时，要针对性引进肉制

品深加工企业，加工富硒猪肉产品，补齐产业链条

短板。

3.7 强化绿色发展

通过畜禽资源化利用项目，实现源头消化利

用，修建粪污处理中心，将剩余粪便集中收集处理。

在猪场构建“猪—沼—菜（粮、果、茶）”等生态循环

农业模式，创造不同环境区多元化生态耦合模式，

鼓励养殖场按照畜禽粪污使用标准（使用粪便不超

过 1 800 kg/667 m2 地）就近还土还田使用[3]。
3.8 落实动物防疫

有效防控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全面落实

免疫、监测、检疫、消毒等综合防控措施，确保生猪

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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