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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肉羊产业存量概况

甘肃确定的 58个贫困县，主要分布在农区、牧

区和农牧交错地带，从自然资源条件和资源禀赋来

讲，发展羊产业有一定的优势。近年来，在行政推

动、行业侧重、部门重视下，肉羊产业实现了较好进

展，已成为贫困地区贫困户增收的重要来源，已成

为部分县区农业经济的重要支撑。2018年，58个贫

困县羊饲养量、存栏量、出栏量分别为 2 564万只、

1 574 万只和 990 万只，占全省的 59.6%、60%和

59%。其中贫困户羊饲养量 208万只，占贫困县的

8.1%。

1.1 肉羊产业优势

1）产业增收效果明显。养羊业投入相对其他畜

种投入较少，但短期增加收入快，准入门槛低，养殖

规模适度为宜，技术人员和工人经过短期技术培训

后可从事生产经营。

2）覆盖范围广泛。养羊业受地域、气候等自然

条件限制较小，既可千家万户分散饲养，也可集中

规模化舍饲，在绝大多数贫困村都覆盖涉及。

3）基础条件和政策利好有保障。贫困村饲草饲

料资源丰富，各地对产业发展的重视程度较高，尤

其是产业布局和规划、到户资金、技术服务等优势

助推养羊业成为推进脱贫增收的重要抓手。

1.2 肉羊产业发展的瓶颈

1）农民养殖水平有待于提高。大多数贫困村养

殖户没有经过畜牧养殖专业化培训，科学饲喂、营

养均衡、短期育肥、早期断奶、疫病防控等方面技术

匮乏，加之不注重良种化繁育，杂交优势无法体现，

从而生产水平不高，养殖效益较低。

2）产业化水平较低。综合来讲，羊产业表现出

规模化和产业化程度低，养殖企业打造品牌、养殖

基地对接订单、养殖户组织参与的产业链生产模式

健全滞后，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能力不强，利益联

结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3）综合服务体系不健全。养殖场（户）对信息的

掌握不够及时和全面，研判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

产业冷链物流体系尚未建立健全，畜产品物联网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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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和线上线下服务体系尚待建设。

2 肉羊产业带动贫困户模式

2.1 培育壮大龙头，创新机制模式

甘肃庆阳地区属国家扶贫办确定的六盘山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几年来庆阳地区贫困县把肉羊产

业作为第一扶贫产业，按照“政府引导、企业带动、

合作社经营、贫困户受益”的思路，全力培育和壮大

养殖龙头企业，逐步形成了产业扶贫模式，健全了

多方利益联结机制，构建了产业发展联合体，确保

了广大贫困户实现稳定增收，为全省的产业扶贫走

出了一条好路子。据统计，仅肉羊产业一项为贫困

户提供人均收入 894元，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11%，该地区已有 35.6%的贫困户靠养羊率先脱贫

摘帽。主要做法如下：

1）坚持政府推动，加大政策扶持。政府引导是

产业扶贫的重要支撑，肉羊产业扶贫小组统筹协调

推进工作，制定出台《大力推广中盛模式加快现代

肉羊产业发展的意见》《庆阳市肉羊产业扶贫试点

工作方案》等文件，提出依托龙头企业带动，推进肉

羊产业链式发展的路径，让贫困户分享产业增值带

来的收益。专项安排肉羊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1 000

万元，从规模养殖场（企业、合作社）、基础母羊保

险、屠宰加工生产线、秸秆饲料化利用、良种肉羊选

育及农民培训等方面进行重点支持。同时，共整合

国家、省、市涉农项目资金达 6 635万元，对 216个

肉羊规模养殖场（合作社）进行了补贴，实现了改造

升级，促进了产业标准化发展。

2）充分发挥龙头带动，提升效益。农业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引进落地后，适时启动实施了 1 000

万只肉羊产业化建设项目，相继建成 5个万只种羊

繁育场，共存栏湖羊基础母羊 5 万只，每年提供优

质种羊近 10万只；建成投产了 1家 100万只肉羊

屠宰加工企业；配套建成了 30万 t饲料生产和有机

肥加工厂各 1个。企业实施“种植养殖横向一体化，

生产加工纵向一体化”的全产业链经营模式，补齐

了良种、屠宰加工 2个短板，延伸了产业链条，实现

了加工增值，有效解决了肉羊产业扶贫中优质种羊

供给和肉羊销售的问题，有效发挥了企业在产业扶

贫中的带动作用。

3）创新扶贫新模式，健全利益联结机制。长期

以来，贫困户大多被缺劳力、缺技术、缺资金困扰，

产业发展受到禁锢。借助农村“三变”（资源变股权、

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政策机遇，与产业扶贫深

度融合，创出了“331+”模式———“公司 + 合作社 +

贫困户”合作，农民专业合作社托管、统一饲养管

理，把村集体经济作为产业互助资金入股合作社并

分红。三方的主要分工是：地方政府牵头将项目、资

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整合，引导各方积极参与；企

业为贫困户提供贷款担保、微利供羊、订单养殖、保

底价收购、统一加工等服务；专业合作社采取“五统

一”措施，对品种、饲料配方、技术标准、疫病防控、

市场服务实行统一管理，并吸纳贫困户加入合作社

成为会员；贫困户利用贷款—购羊—入股—分红，

实现增收。目前，在该区 76个贫困村开展了“331+”

模式的试点，并逐步在周边区域推广发展模式和机

制。据当地业务部门测算分析，贫困户贷 5万元，购

羊 21只，3年可产羔 200只，预出栏 160只，按保底

价测算，可实现收入 20万元左右，扣除养殖成本 11

万元，纯收入 9万元。专业合作社按 30%分红计 2.7

万元，农户收益 6.3 万元，还清贷款后，剩 21 只种

羊、40只羔羊，约 6万元。综合考量，参与三方合作

模式的贫困户可实现稳定脱贫。

4）健全发展机制，提供多方保障。在饲草供给

方面，按照“粮改饲”的总体要求，根据各地实际确

定饲草种植年度计划，要求农户调减小麦、玉米种

植面积，增加苜蓿、玉米、甜高粱种植面积，对饲草

种子全额补助，草产品加工机械实行补贴，玉米秸

秆全株青贮，为养殖场户提供饲草保障。在技术服

务方面，市一级成立现代肉羊产业技术服务团队，

驻村驻场包抓服务，并指导合作社规范运营，全程

开展养殖技术和防疫服务。在技术人才支持方面，

调剂和遴选畜牧兽医毕业生到企业和合作社就业

服务。在风险防控方面，为基础母羊和商品羊购买

财政全额补贴保险，为贫困户与合作社解决后顾

之忧。

2.2 构建产业技术体系，提升产业带动能力

临夏州是国家确定的“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

区之一，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是

脱贫攻坚中的硬骨头，东乡县又是贫中之贫，困中

之困。尽管肉羊养殖一直以来是东乡传统优势产

业，也是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抓手，但长期存在良

种普及率不高、养羊龙头企业匮乏、市场交易体系

不健全、品牌建设滞后、养殖技术普及率低等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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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产业脱贫的有效推动下，东乡县创出了良

繁、生产、防疫、饲草料、营销、培训等肉羊全产业

链，逐步构建完善肉羊扶贫产业体系，走上了一条

规模扩张与质量、效益并重的品牌肉羊产业发展路

子，东乡县肉羊扶贫产业体系实现了从无到有、从

断链到建链的转变，取得了实质性突破。2018年，东

乡县羊存栏 68 万只、出栏 86万只，同比分别增长

26%、22%。采取的主要措施：

1）夯基础，抓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初步探索出

了以群众广泛饲养的小尾寒羊和湖羊为母本，以杜

泊或萨福克为父本，生产高性能、高品质杂交肉羊

的良种繁育技术路线。经“牵线搭桥”引进 4家大型

企业落地建设，在那勒寺、果园等乡镇建成万只羊

繁育养殖基地，现存栏良种羊 2 000 余只，已向

2 500多户贫困户投放良种羊 10 000多只；在龙泉

镇建成规模 3 000头肉牛基地，现存栏 600头。同

时沿线计划新建的 6个“千头牛万只羊场”，已完成

场地勘探、土地流转工作等前期工作，汪集瓦子岭、

沿岭毛柴子、北岭范家养殖场已完成规划设计、效

果图制作工作。

2）抓示范，构建标准化生产体系。为解决农户

户均养羊 3～5只且品种混杂，难以实现稳定脱贫

的问题，充分利用东乡牛羊流通贩运的传统优势，

走以户为主，小规模、大群体，自繁自育与短期育肥

贩运相结合的肉羊产业发展路子。按照整村推进的

形式，以 159个贫困村为重点，覆盖全县 229 个行

政村全面开展了牛羊产业发展达标提升工程。对饲

养基础母羊 20只以上的农户，奖励 6 000元，对养

羊在 20只以下的农户，由种羊繁育公司和养羊专

业合作社提供优良品种并跟踪服务，鼓励养殖户每

户种植 0.133～0.20 hm2地膜玉米，配套粮改饲（青

贮玉米），保障饲草供应，推动形成户户小规模、县

域大产业的发展格局，共调运发放良种羊 5万只，

其中种公羊 3 000余只，累计建成肉羊规模养殖场

89家，发展肉羊养殖大户和合作社 3 449家。

3）抓销售，完善市场营销体系。围绕打造“东乡

贡羊”品牌，依托上千人的肉羊营销队伍，培育以县

城中心市场为龙头、集镇市场为支撑的市场体系。

一方面，支持东乡 3 000万元建设交易、屠宰加工、

冷链物流和信息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牛羊产地交

易市场，并以交易市场为核心，建设集畜禽交易、屠

宰、加工、冷链配送等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园区。规

划完善现有群众自发形成的 8个乡镇交易市场，并

组织对接大型企业和主要销地市场，向广东佛山碧

桂园集团总部供应了 1万只经屠宰加工的羔羊肉，

在北京等地展开了前期营销活动。

4）抓粮改饲，建立饲草料保障体系。利用国家

“粮改饲”项目，共整合涉农资金 7 800万元采购机

械设备 880台，实现饲草收割、揉丝、粉碎、打包全

程流水线作业，纵深推进了粮改饲进程。完成全株

青贮玉米 0.233万 hm2、15万 t，贫困户青贮玉米平

均 666.67 m2收入超过 1 500元，既有效解决了优

质饲草保障不力的问题，又降低了养殖成本，推动

东乡肉羊养殖产业走种养循环、草畜配套的发展路

子。2019年计划粮改饲任务 0.433万 hm2，其中示范

点建设 0.08万 hm2，为种植户提供优质饲用玉米种

子、有机肥、地膜等物资，集中连片推广示范。

5）抓服务，强化疫病防控体系建设。选派了 7

名省级畜牧兽医专家赴东乡提供技术培训和指导

服务，并举办养殖技术和疫病防控专题培训班，培

训养殖专业合作社领办人、乡镇畜牧兽医站技术人

员和村级防疫员 1 250 人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600人，建档立卡贫困户一户一个“科技明白人”

4 300人，开展建档立卡贫困户特色优势产业示范

培训 378人。组织龙头企业、县畜牧兽医站技术人

员、退休专家及大专院校学生，组建专业技术服务

队开展流动服务。

2.3 发挥龙头聚合效力，推广产业带贫新模式

甘肃在多措并举做大做强肉羊产业助推精准

扶贫行动中，畜牧行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中天羊业积

极作为，全方位开展以肉羊产业扶贫为重点的诸多

举措。

1）产业发展方向明确。为在脱贫攻坚中，产业

扶贫起到领头羊的作用，探索出了“政府主导、企业

牵头、产业引领、项目带动、合作养殖、贫困户入股”

的路子，并大胆在贫困县区实践。肉羊产业扶贫“中

天模式”，主要分 3个阶段“前期技术培训—中期投

种回收—后期加工销售”，运行中以企业为主体、股

权为纽带，聚合农村、农民、社会资源等，形成羊产

业发展平台，通过开展养羊技术培训、种羊投放繁

殖、保底价格回收、年度入股分红、短期育肥奖励、

日常用工薪酬等一系列组合配套程序和利益联结

管理前沿 109窑 窑



养殖与饲料 2020年第 10期
机制，把带动贫困户增收致富作为落脚点，并向贫

困户提供种羊、饲料、养殖技术、贷款担保、购买保

险、保底回收等全方位服务，从而实现建档立卡贫

困户稳定脱贫。

2）引领肉羊产业全产业链建设。贫困户有了红

利，尝到了“甜头”，激发了他们的内生动力，激发了

自我发展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从扶贫到扶志再到

扶智。经过近几年“中天模式”的推广和示范运行，

已经带动中部地区、河西地区等 10多个贫困县相

继建立了良种繁育、饲草料生产、肉羊育肥、屠宰加

工、冷链物流、市场营销等全产业链经营模式，实现

了肉羊产业快速发展、企业壮大与精准扶贫互利共

赢，肉羊产业业已成为助力农户脱贫增收的重要

渠道。

3）产业技术培训服务持续开展。几年来，中天

公司发挥自身专业优势，成立专业培训团队，在贫

困县区分期分批培训肉羊养殖户达 10余万，为贫

困养殖户发放肉羊养殖实用技术培训资料 30余万

册，累计投放多品种优质种羊 90余万只，保底回收

屠宰育肥羊 200余万只，累计带动 2万户农民发展

肉羊产业。

3 建 议

3.1 夯实良种繁育基础，强化羊产业保障体系

在近年精准扶贫中，涌现出了一批育种基础

好、创新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的种羊场和合作社，

通过这些场户带动，重点以小尾寒羊、湖羊、细毛

羊、藏羊、澳洲白、杜泊、萨福克等品种为主，针对 58

个贫困县区羊产业发展短板，提供优质种羊和配套

高效养殖集成技术服务，提升产业竞争力。同时，不

断构建农区、半农半牧区贫困地区肉羊良繁体系，

形成种畜企业为龙头、扩繁场为依托、乡镇改良站

为网点的肉羊良种引进、扩繁、推广和杂交利用的

配套体系，筛选适宜当地自然条件的商品杂交组

合，开展经济杂交，提高羊肉产出效率。

3.2 创新新型经营主体，促进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建设

甘肃将计划在全省范围内建立农业产业化联

合体，以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联合并分工协作为前提，以规模经营

为依托，以利益联结为纽带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建

设，努力形成县级统筹组织，选择培育龙头企业闯

市场、树品牌、立标准、下订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上联龙头、下联贫困户，依标准组织生产的模式，重

点发展羊产业的乡镇都要引导建立产业化联合体，

形成龙头企业、养殖专业合作社与贫困群众共享产

业扶贫成果的新格局。

3.3 强力发展人工种草，为产业发展提供饲草保障

要充分利用草牧业发展、粮改饲试点、高产优

质苜蓿示范创建、退耕还草、已垦草原治理项目等

有利契机，把饲草种植作为调整农业结构的突破

口，大力发展以苜蓿、燕麦为主的品种多样的优质

饲草料生产基地，促进种养结合，坚持以草促畜、以

畜备草。培育壮大新型饲草经营主体，推广饲草青

贮、秸秆裹包青贮、全株青贮等饲草生产加工技术，

配套生产、加工机械设备，提高生产、加工、收储能

力，促进秸秆饲料转化应用，为羊产业发展提供充

足的饲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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