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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祁连县绿色农业发展现状及
发展思路

朱顺莲
青海省海北州祁连县阿柔乡畜牧兽医站，青海祁连 810499

摘要 按照部省“共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示范省”的战略部署，祁连县积极开展本县绿色农业建设工

作。县绿色农业发展的现状：推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示范省创建（大力发展高原特色有机农畜产品、积极推进农

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建设、持续推进农牧业循环发展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着力完善农牧业科技服务体系和智

力支撑、全面完成牦牛藏羊原产地可追溯试点工程建设），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抓好春耕备播及农资打假

工作；县绿色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绿色有机畜产品产业化经营滞后，绿色有机畜牧业组织化程度较低、示范带

动能力不强，牛羊耳标佩戴率低、追溯链条不完整，人才技术信息缺乏；县绿色农业进一步发展的思路：依托优势

资源、发挥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专业合作社、协会的组织作用、加大销售、供销、培训等供销业务，

不断加强绿色有机畜产品科技支持力度，继续做好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及春耕备播和农畜产品检查检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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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农业是指充分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先进工

业装备和先进管理理念，以促进农产品安全、生态

安全、资源安全和提高农业综合经济效益的协调统

一为目标，以倡导农产品标准化为手段，生产出无

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从而推动人类

社会和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发展模

式。按照部省“共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示范

省”的战略部署，祁连县积极开展本县绿色农业建

设工作，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主线，以生态文明理念

统领农牧业发展全局，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保护与农

牧业发展的关系，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

长方式转变，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强化

农牧业面源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生态畜牧业和循环

农牧业，提高生态建设能力，建立长效监管机制，保

障生态安全，促进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

1 祁连县绿色农业发展的现状

1.1 推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示范省创建

积极组织开展省部共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示

范省创建工作，成立了以主管县长为组长的祁连县

牦牛藏羊原产地可追溯工作领导小组，设立办公

室，安排 26万元县级财政资金用于有机产品认证、

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农牧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工

作，确保了县绿色有机示范省创建工作扎实推进。

1） 大力发展高原特色有机农畜产品。2020
年祁连县新增绿色食品认证 25个种类，绿色食品认

证总数达到 35个种类，全县“三品一标”品牌认证

40种，目前正在积极协助金祁连乳业有限公司完成

乳制品有机食品认证；全县 18家获得绿色食品、有

机食品、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和签订用标协议的企

业全部纳入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并成功

申报祁连藏羊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立了“祁

连县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主体名录”，将全县 8家
合作社及家庭牧场等纳入试行主体，注册成立 5个
乡镇有机畜牧业协会；申报认定青海祁连亿达牦牛

产业为省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带动企业、合作社、

家庭农（牧）场15家。

2）积极推进农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建设。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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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注册的“祁连牦牛”“祁连藏羊”和“祁连黄菇”商

标获国家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现已

注册农牧业 13个品牌商标中，“雪域八宝”“祁青”牌

商标获青海省著名商标。截至目前，祁连县申报注

册的农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已全部登记管理并有

效使用。

3）持续推进农牧业循环发展和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投入财政资金 120万元，在野牛沟乡、扎麻什

乡和默勒镇养殖专业合作社新建粪污堆放棚 840
㎡，购置粪污装载机、清粪车、撒料车等设备 8台，7
个乡镇均已实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

加大废旧地膜和包装废弃物回收利用项目扶持力

度，2020年投入县级财政支农资金 6万元完成全县

种植使用农膜 0.7 t的回收和处置，回收率达到

90%。投入县级财政支农资金 14万元，完成全县 7
个乡镇 45个行政村兽药包装和各类疫苗空瓶等废

弃物回收，回收率达98%。

4）着力完善农牧业科技服务体系和智力支撑。

投入财政支农资金 120万元，开展祁连县油菜种植

业、养羊业和养牛业三大主导产业和主推技术。组

建牦牛群 2群 110头，主推牦牛养殖技术 3项。开展

藏羊高效养殖技术示范推广工作，组建母羊群 2群
500只，主推藏羊养殖技术 3项，并通过“全国农技

推广”手机APP，为农牧民群众提供多形式的信息

服务，进一步完善了“专家+试验示范基地+农业技

术人员+科技示范主体+辐射带动户”的技术服务

模式。

5）全面完成牦牛藏羊原产地可追溯试点工程

建设。完成峨堡镇、阿柔乡、默勒镇、野牛沟乡、央

隆乡等 5个牧业乡镇 21个行政村和 1个屠宰加工企

业追溯体系平台建设、追溯点建设、佩戴耳标、信息

采集和品牌打造等建设任务。现已完成 219 643头
只牦牛藏羊溯源信息采集上传和耳标佩戴工作，其

中藏羊 208 087只、牦牛 11 556头，佩标养殖户数 1
036户，牛羊耳标佩戴信息采集录入完成率和省级

平台数据上传率均达到 99.83%，已拨付财政资金

235.6250万元。

1.2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以“利剑 1号”“利剑 2号”行动为重点工作，全

面开展种植作物、畜禽肉、蛋、奶类产品质量安全大

排查。在“两节”期间配合州市监局、县公安局等在

全县辖区内 78家蔬菜销售点例行检查及监测，共检

测 20批次，均未检测超标农药残留。配合县食安委

成员在峨堡、阿柔乡、八宝镇家庭牧场、规模养殖场

及乳制品企业进行了抽检。共计检测 30批次，未发

现经营和使用环节中非法添加使用“瘦肉精”等违

禁添加现象，从源头上保证农畜产品质量安全。

1.3 抓好春耕备播及农资打假工作

通过抢前种植计划、加强农资储备、强化技术

支持和调优作物种植结构等方式，狠抓春耕备播工

作。调备化肥 200 t，农药 1.5 t，地膜 0.5 t，种子 10 t，
保障春耕备播工作开展。派选 5名专业技术人员进

行现场传授实用技术，在八宝镇实施麦类品种扩繁

33.3 hm2，繁育小油菜 33.3 hm2，在扎麻什乡河西繁

育青稞 33.3 hm2，同时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对农

资市场进行打假检查 3次，出动人员 18人（次），确

保农民用上“放心农资”。

2 祁连县绿色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面对新常态、新形势，在深化农牧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中，虽然祁连县绿色农业效益显著、农畜

产品优势突出，但规模与标准不一，生产与市场脱

节，质量和效益不对等，供给与需求不平衡，绿色有

机畜牧业实现增产、增效、增收、增值面临多重

挑战。

1）绿色有机畜产品产业化经营滞后。由于畜

牧业季节性较强，进驻的外向型龙头企业少，县内 2
家肉、奶加工企业带动能力不强，畜产品深购远销，

开拓市场能力较弱，全县近 70%的有机产品以绿色

价格由牧民自行销售，无法形成有序竞争的市场局

面，有机产品从生产到加工、分割、包装精深加工率

不足全县总产20%，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

2）绿色有机畜牧业组织化程度较低，示范带动

能力不强。由于牧业生产资料计价入股不稳定因

素多，牧民的思想观念跟不上现代农牧业发展新形

势，畜牧业专业合作社的股份制改造升级速度较

慢，股份制经营实体比例不足 30%，全县大多数农

牧户仍然延续传统“小而散”的小农经营模式，投入

品监管难，产业规模小，制约着有机养殖和标准化

生产。

3）牛羊耳标佩戴率低，追溯链条不完整。由于

绿色有机畜产品产业化经营滞后，企业带动能力不

强，有机产品市场占比较小，致使合作社及牧户有

机养殖积极性降低，导致耳标佩戴率不高，养殖环

··163



养殖与饲料 2021年第09期管理前沿

节各项记录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有机产品追溯链条

不完整，影响有机产品质量安全。

4）人才技术信息缺乏。专业合作社缺乏专业

人才，合作社缺乏有实践经验、合作理念、市场知识

的能人带动；规范化生产程度低、产业层次低、科技

含量不高，农产品附加值难以深度开发。

3 祁连县绿色农业进一步发展的

思路

1）依托祁连藏羊、祁连羔羊、祁连牦牛等畜产

品优势资源，充分发挥农畜产品生产加工龙头企业

的辐射带动作用。

2）充分发挥 22家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发展

优势，发挥好 5个有机畜牧业协会的组织作用，加大

绿色有机畜产品销售、养殖饲草供销、农牧民培训

等供销业务。

3）按照部省“共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示范

省”的战略部署，整体打造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品牌，通过多途径、多形式宣传和培训工作，不断加

强绿色有机畜产品科技支持力度。

4）继续做好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及春耕备播工

作，加强农畜产品检查检测，从源头上保证农畜产

品质量安全。切实做好春耕农资储备，加大农资打

假力度，确保春耕备播工作顺利完成。

【责任编辑：刘少雷】

 































哪种牧草养猪最好

用优质合适的牧草来喂养猪，不仅可以给猪提供均衡的营养保障，还能够增加猪的体抗力，

改善猪肉的整体质感。适合猪食用的牧草品种有：菊苣、冬牧 70黑麦草、俄罗斯饲料菜、籽粒

苋、苦荬菜、鲁梅克斯、墨西哥玉米等，考虑到适口性营养价值等，建议以前3种为主。

菊苣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健胃等功效，所以适当的饲喂菊苣对猪腹泻有一定的预防功

效，但是频率不能太高。菊苣的在我国的全国各地分布较广，以秋播为宜。

冬牧70黑麦草适口性好，营养价值高，可以做为猪的主要饲料来进行喂食。而且冬牧70黑

麦草生长迅速，再生力强。出苗后35 d植株高24~30 cm开始割青，年刈割4~6次。饲养的方法

一般为现收现喂、可以直接投喂或切碎投喂。

俄罗斯饲料菜营养非常丰富，可以给猪全面的补充成长期所需的营养，其营养成分为：粗蛋

白质24.3%，粗脂肪4.5%，粗纤维13.7%，无氮浸出物36.4%粗灰粉l6.3%。而且既耐寒又抗高温，

在我国各地都可以种植。

来源：农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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