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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张掖市基本气候情况（1971-2000年统计资料）

指标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平均温度 /℃ -9.2 -5.2 2.0 9.9 15.8 19.5 21.5 20.3 14.6 6.9 -1.0 -7.4

平均降水量 /mm 1.4 1.2 3.8 4.8 11.7 24.1 29.6 29.2 16.6 4.6 2.0 1.4

平均降水天数 /d 2.4 1.8 2.8 3.0 4.4 7.4 9.4 8.3 5.4 2.5 1.8 2.4

是，草原管理部门灭蝗方法太简单粗暴，采用喷洒农

药作为唯一的方式，不考虑作业的方式和方法。今后

的改进措施是：①弄清当地蝗虫的生理特点，采取针

对性强的灭治方法；②喷洒农药是一把双刃剑，一定

要慎用，否则就是本末倒置；③灭蝗工作一定要有预

见性，赶在秋季产卵前灭一批，赶在夏秋蝗蝻活跃前

灭一批，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当前存在的问题是

牧民不催促不灭，经费争取不到位不灭，而每年的灭

蝗经费总是姗姗来迟；④灭蝗工作要从基础抓起，做

好持久战的准备。对蝗虫的重点产卵地域要进行改

造，有条件的地方植树种草增加植被覆盖。无条件的

地方划区禁牧，一方面增加植被覆盖，另一方面增加

植株的含氮量；⑤加强与其他部门的协作，充分发挥

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例如，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的地

势为南高北低，南面高寒阴湿，蝗灾少；北面干燥温

暖，蝗灾多。如今的气象技术已经可以实现人工在库

区周围定点降水给水库补水，同样道理，如果在关键

时间加大荒漠草原的降雨（雪）量，肯定可以降低蝗

灾危害程度，但这一作法至今没有尝试。

以山丹县为例，大田作物的收获从 7月 10日

开始，实际从 6月中旬已经不需要降水，甚至农田

里降水反而成为灾害。从表 2可以看出，降水主要

集中在 6-9月，这一时期温度最高，当地蝗虫的发

育及产卵也在这时达到高峰。以往的人工降雨很少

在这一时段操作，因为此时农作物并不需要降水。

但从防治蝗虫的生态角度，笔者认为可以充分利用

这一时段丰富的云层资源，让雨水定点降落在荒漠

草原上。可惜的是至今没有进行过这种尝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甘肃河西地区在今后相当

长的时期内应该以荒漠草原的保护作为重中之重，

这类草原位于最干旱、也是人口密度最大、农业活

动最为活跃的地域，生态系统最为脆弱，恢复起来

难度很大，近年来的环境演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以免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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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店镇基本概况

1）吴店镇概况。枣阳市吴店镇位于枣阳市城

区正南方，是枣阳市养殖大镇，版土面积 366 km2，

耕地面积 8 400 hm2（其中水田 5 733.33 hm2，旱

地 2 666.67 hm2），全镇 3.2万户，10.04万人口，养

殖户 1.8万户。

2）吴店镇畜牧业情况。2016年底全镇猪、牛、羊

存栏分别达到 15.3万头、0.7万头、2.2万只，同比分

别增长 54.6%、11.3%、133%，禽存笼 121.87万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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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下降 23.3%；猪、禽出栏（笼）分别达到 19.15万头、

210.88万羽，同比分别下降 17.2%、2.8%，牛羊出栏

分别达到 0.8万头、3.7万只，同比分别增长 1.5%、

11.5%，是全市养殖大镇。规模以上养殖场（户）288

家，其中猪 248家、牛 5家、羊 12家、禽 23家。千头

以上的规模猪场 58家，100头以上的牛场 3家，200

只以上的羊场 8家，5 000只以上的蛋鸡规模养殖

场 22家。

3）吴店镇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基本情况。吴店镇

畜牧兽医服务中心现有职工 26人，从事公益性服

务的协防员 10人，监督员 2人，检疫员 4人，品改

员 2人，其中肉牛品改 1人，生猪品改 1人。

2 畜牧科技推广现状

近年来吴店镇紧紧围绕“畜牧强镇、产业富民”

的发展战略，大力开展畜牧科技推广工作，畜牧产

业得到快速发展。

1）大力开展畜牧科技培训，不断提高畜牧兽医

队伍整体素质，增强服务水平。采取请进来走出去

的方式，组织在职职工参加省农业厅组织的基层农

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先后有 2 人次在华农、职业

技术学院等地参加畜牧兽医知识更新培训，邀请省

畜牧兽医局专家到该镇现场讲课、指导；利用全国

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目，培植科技示范户 12户，引

领 240 户养殖户发展畜牧产业；加强和农广校合

作，开办阳光工程培训班 2 期，培训农民工及返乡

创业人员 40人；借助社会力量，邀请襄阳正大、襄

阳希望等饲料、兽药厂家的技术人员开展饲料、兽

药、饲养管理培训班 2 期，其中生猪养殖技术培训

班 1期，培训 360人次；家禽养殖技术培训 1期，培

训 135人次；肉牛养殖技术培训 1期，培训 20余人

次。

2）不断引进新品种，提高养殖效益。吴店镇畜

牧兽医服务中心先后投入 5万余元，新建牛品改罐

点 1个，生猪人工授精点 1个，购置品改设备，培训

品改人员，品改点建设达到“十有”标准，每年完成牛

冻配 3 800 ﹙多头 其中黄牛 1 400多头，水牛 1 100

﹚多头 ，冻配率达到 90%，冻配平均受胎率达到

80%，产犊成活率达到 90%以上，按照每头品改牛增

值 0.3万元计算，年可为养殖户增收 750万元，从而

大大提高了畜牧养殖效益。该镇还借助社会力量，

引导规模猪场利用优质种公猪面向社会提供精液，

年可提供优质生猪冻精 0.5万头份，此外畜牧兽医

服务中心 2016年建成人工授精点 1个，购买公猪 2

头，添置各种品改设备，达到有品改办公室，有固定

的品改员，有配种室，有齐全的冻配设施，辖区内能

繁母畜养殖档案，有配种登记表、品改员工作责任

制和品改操作规程上墙，为吴店镇猪、牛生产发展

提供了新的种源。

3 存在的问题

1）经济条件限制牛改工作的发展。由于公益性

服务经费少，输配点少，需要养殖户长途牵牛到附

近罐点，不方便群众，不利于品改工作的开展。

2）宣传力度不够。导致养殖户对品改的认知度

不够，目前有大部分养殖户得到了品改带来的经济

实惠，而仍有少部分养殖户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依然靠传统的养殖模式，这一点需要加大宣传推广

力度。

3）认识不高，推广工作难到位。当前，地方领导

对依靠科技发展畜牧业的思想认识不够，在畜牧发

展中满足于多养多收，不重视科技成果的推广应

用，使众多科研成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推广应用。

4）环保压力大，畜禽粪污治理难度大。乡镇中

心既要发展畜牧产业、还要搞好规模养殖场粪污治

理，工作难度大。

4 新常态下搞好畜牧科技推广的思考

1）加强经费投入。发展畜牧产业，一靠政策、二

靠科技、三靠投入，没有经费投入，一切都是空谈。在

当前的体制下，适当增加以钱养事中畜牧业的投入，

让畜牧科技服务人员安心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

2）稳定基层科技推广队伍。按照完善市一级、

整合乡镇一级、强化村一级的原则，把畜牧技术推

广体系的建设重点放在乡村一级。把懂经营、会管

理、对科技新成果吸收快、长期从事畜牧业生产的

创新型农民专业人才吸纳进畜牧推广队伍，及时清

理那些业务能力低、责任心不强、满腹牢骚的技术

人员，让专业人才做专业的事。

3）加强项目支持力度。省市业务主管部门要加

强基层扶持力度，把适合基层发展的项目多向基层

倾斜，让畜牧科技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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