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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夷陵区是国家生猪调出大县，生猪产业在畜牧业中的比重超 60%，生猪产业发展的健康与否直接关

系到农民增收。本文就近年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趋势，对夷陵区生猪产业转型提出调整政策导向、优化资

源分配和强化安全保障等对策，旨在进一步促进夷陵区生猪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畜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切实做

到为当地农民增产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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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陵区生猪产业转型升级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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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是夷陵区农业“三大支柱产业”之一，

2016年，全区生猪产业实现产值 24.4亿元，对畜牧

业产值贡献率已超 60%，其产值占农业总产值

24.6%，占农民现金收入的 39%。自 2007年起，夷陵

区连续十年稳居“国家生猪调出大县”之列，年均获

得奖励资金达 700余万元。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栏

圈改造、良种引进、配建设施、基础防疫、贷款贴息

和农保补助”等项目，提升了生猪规模养殖水平和

标准化养殖水平，进一步巩固了生猪产业的发展，

促进了农民增收致富。

截至目前，夷陵区依托畜禽标准化“四级联

创”、“畜禽标准化养殖”等项目，推广发展“115”标

准化猪舍 319栋、“115”标准化猪舍 216栋、“500”

标准化猪舍 61栋，其中部级标准化示范场 3家，省

级标准化示范场 1家。2016年生猪标准化养殖场

（户）出栏生猪 35.25万头，占全区生猪规模养殖出

栏总数的 70.8%，产业标准化率达 42.16%。

因夷陵区以山地丘陵为主，是南方水网重县，

生猪养殖存在“临路靠水、东聚西散、家庭经营、良

土并存”等特点，饲养较粗放，粪肥处理利用不彻

底，面源污染问题突出，急需提出一种能够促进生

猪产业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新路子，推动夷陵区

畜牧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

明发展道路。

1 转变思想观念，调整政策导向

1）稳生产保供给。抓好基层人才队伍与良繁

体系建设，确保全区生猪出栏维持在 80 万头以

上，保障生猪消费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一是扶持基

层农技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两专五员”基层人才

队伍“网格化”服务体系建设不动摇，“两专五员”

即人才队伍专职化和专业化，动物防疫员、疫情测

报员、政策宣传员、生产统计员、技术推广员各司

其职，创新畜牧兽医技术服务模式，严格生猪养殖

场标配兽医人员的监督管理，抓好重大动物疫病

防控，提供养殖技术支持，保障商品猪出栏率稳步

上升；二是重点扶持“三群一站”良种繁育体系建

设，即生猪核心群、繁殖群、生产群及供精站的建

设，保障商品猪苗供应基本自给；三是坚持“良土

并存”方针，鼓励“鸦鹊岭、龙泉、小溪塔、分乡”等

生猪养殖大镇发展“优质三元猪”，鼓励西北山区

乡镇合理保护开发利用地方优良品种资源，生产

特色畜产品，保障各类消费群体对不同肉食品的

消费需求。

2）扶平台促发展。将扶持政策向有助于“产业

协同发展平台、生猪市场交易平台、公共品牌服务

平台、金融支农服务平台、农业保障网络平台”五大

平台发展方向倾斜，充分发挥政府资金使用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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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生猪全产业链健康可持续发展。一是扶持产

业协同发展平台建设，鼓励龙头企业采取“一拖

N”形式，即采取“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等合作经

营模式托管中小猪场，政府应扶持综合能力强托

管贡献大的合作组织建设，提高生猪标准化、生态

化养殖水平，降低饲养成本，促进农民增收，鼓励

多产业融合发展，开创生猪产业与其他产业协同

发展的新局面；二是扶持生猪市场交易平台建设，

引导生猪产业带头人建立健全种猪、仔猪及育肥

猪期货交易市场，打通快速销售渠道；三是扶持公

共品牌服务平台建设，鼓励龙头企业打造生猪产

品区域特色品牌，实现全民共享，提高畜产品市场

竞争力和占有率；四是扶持金融支农服务平台建

设，采取“政银担”、“政银保”及“农业领域 PPP”等

模式，整合社会资源，解决农业贷款难、贷款贵、风

险高等问题 [1]；五是扶持农业保障网络平台建设，

鼓励生猪企业成立协会提升行业自律水平，进一

步完善农业保险制度 [2]，探索育肥猪保护价机制，

巩固重大灾害损失补偿机制，继续推行能繁母猪

与育肥猪保险，探索创新公猪站良种采精公猪保

险制度，不断提高种畜场及商品群体的抗风险能

力，保障“三群一站”的平稳运行。

3）促转型保生态。坚持“源头减量、过程控制、

末端利用”的原则，政府鼓励养猪场（户）、沼液转运

合作社及有机肥企业新建粪污处理设施，促进粪污

全部达标排放和资源化利用，减少面源污染，保护

生态环境，发展健康养殖。一是源头减量。通过提升

生猪饲养管理水平，提高母猪使用年限、产仔率和

成活率，减少能繁母猪养殖总量。采取“雨污分离、

净污分离、干湿分离”等工艺，减少水泡粪和水冲

粪，缩减 90%的粪水；二是过程控制。推广“猪 -沼 -

菜”等农牧结合模式和生物发酵床养猪，提倡无抗

养殖，使用氨基微量元素螯合态制剂[3]、发酵饲料，

严格猪场排污监管；三是末端利用。以“种养结合”

为核心，促进粪肥资源还田利用。

2 统筹农牧发展，优化资源配置

1）科学划定“三区”，严格养殖准入。因过去注

重产业发展，对生猪养殖场选址及配套粪污处理设

施审批不够，部分地区粪污未能充分转化为有机

肥，排放超过了当地环境消纳能力，为了规范畜禽养

殖行为，应结合区域环境承载能力，依法划定养殖

禁养红线，合理规划规模养殖（生猪年出栏 500 头

以上）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适宜养殖区，同

时对新建、改建、扩建的生猪养殖场，严格执行配

套粪污处理设施与养殖场圈舍同设计、同施工和

同使用，未通过国土、环保、畜牧及地方政府的审

批不得动工。

2）建立集散系统，严管粪污处理。完善全区粪

污集散系统建设，严格猪场粪污处理。通过改变传

统“水泡粪和水冲粪模式”，改进清粪工艺，减少粪

水排放总量，修缮猪场沼气池等基础设施，提升粪

污处理利用率，同时依托“中小养猪场储粪池改造

与异位生物发酵床建造、万头猪场与附近种植基

地的大型沼气与配套沼液管网建设、区域粪污分

散收集系统和有机肥加工厂建设”等项目，架起

“猪场 -粪污收集中心 -有机肥厂 -种植基地”间

的桥梁，形成“规模猪场内小循环、种养基地对接

区域中循环、县域内中小猪场大循环”的格局，构

建全覆盖、全收集、全利用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机制。

3）实施种养结合，推广粪肥利用。以县域内耕地

和果园为主要粪污消纳场所测算环境安全载畜力[4]，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充分整合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及有机肥替代行动项目资源，调优资源配置，扎实推

进种养平衡发展[5]，促进粪肥全部资源化利用。

3 加强生产监管，建设健康夷陵

强化跨区农牧企业在区内的生猪代养场登记

管理，加强畜产品质量安全、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及

养殖环境安全的日常监管，建立并推广信息化生产

管理平台，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养殖生产过程全

监测[6]，按照产品质量生产标准对产品加工进行严

格质量把控，实现从“牧场到餐桌”无缝监管，保障

全区人民饮食安全，建设健康夷陵。

1）加强生猪跨区调运监管。严格执行引种申

报检疫制度，强化生猪跨县市区调运管理，完善

“猪贩子”登记备案管理制，逐渐规范生猪交易市

场行为。

2）加强生猪安全生产监管。严格执行疫苗空瓶

登记回收处理制度、猪场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及安全

生产管理制度，加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和重大动物

疫病监测，加强猪场的消防安全监管及易出现山

洪、滑坡等灾害地段猪场的抗灾防护设施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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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严格执行兽用药

品使用中休药期的管理规定和动物申报检疫制度，

加强屠宰加工及市场流通领域的安全监管，加强养

殖档案管理，加强兽药、饲料与添加剂等投入品的

安全监管，建立完善的畜产品生产安全监测预警系

统平台，完善可追溯体系建设。

4）加强畜禽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

用监管。加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的监管，严

厉处罚乱丢乱扔病死畜禽的行为。加强养殖场排污

监管，抓好源头治理和过程监管。推行有机肥替代

化肥行动，维护好粪污资源化利用中心，提升有机

肥厂综合生产能力，抓好末端利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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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现代营销理论为饲料企业解决市场细分、

营销定位、产品组合、产品定价、分销渠道、促销手

段、营销团队管理等一系列营销管理创新问题[1]。湖

南恒农集团公司的营销工作是在总经理的直接领

导下，主要由营销副总来统一协调安排，包括市场

信息的收集整理、市场规划、销售管理、客户管理及

业务经理工作管理，并运用营销技巧进行饲料销售

活动。

1 饲料营销定位

1）战略定位。集聚资源做深、做透核心市场（洞

口、隆回、武冈）分区分线专业经营和运作。

2）营销定位。分区拓展、分线成长、打造湖南西

南区域性一流饲料企业和品牌。核心市场（洞口、隆

回、武冈）—全价料—直销模式。外围市场（怀化和

贵州）—浓预料—网络销售模式。创建复合型营销

组织，配备专业性营销人员，建立专业化营销队伍，

促使各条战线快速成长，带动公司快速成长。

3）产品定位。高质立市、优质优价，确保质量稳

定。核心区域重点打造一套高质优价有竞争力的至

尊套餐系列产品：康乐乳、至尊 550、至尊 552、至尊

强化大猪料 558、怀母 606和哺乳 608。做直销与本

地中小专业户建立紧密性合作，做稳做实市场，实

行差别化销售，滚动开发市场。另开发一套质优价

摘要 饲料企业饲料营销和售后服务是很重要的环节，饲料质量是饲料企业的决定因素，但好饲料也要进

行宣传，进行营销和售后服务工作，才能发挥饲料品牌效益。本文以湖南恒农集团公司饲料营销理念、饲料营销

薪酬管理及考核方法和售后服务为实例，阐述饲料企业饲料营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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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营销策略
———以湖南恒农集团公司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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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水东镇动物防疫站，湖南洞口 422300；

2.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畜牧水产局，湖南洞口 422300；3.湖南恒农集团公司，湖南洞口 42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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