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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畜产品总需求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结构性矛盾日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畜牧业迫切需要

通过供给侧改革，即调结构促优化、提品质促升级、保安全促生产、抓利用促效益、降成本促收入、补短板促发展，

来打造新型绿色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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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绿色发展的思考

张 勇 1 王 辉 2*

1.湖北省十堰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湖北十堰 442000；2.湖北省十堰市畜牧兽医局，湖北十堰 442000

收稿日期：2017-04-13

*通讯作者

张 勇，男，1971年生，兽医师。

2016年，十堰市牧业产值突破百亿大关，实现

产值达 100.49亿元，同比增长 9.61%。猪、牛、羊、禽

出栏量分别达到 192.5万头、13.5万头、112.48万只、

2 536 万羽；肉类、禽蛋总产量分别达到 221 000、

51 400 t，畜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然而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畜产品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发生了新变

化，更加关注安全，追求环保，注重营养，追求健康。

畜产品总需求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结构性矛

盾日渐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畜牧业迫切需要

通过供给侧改革，围绕“调结构、提品质、保安全、抓

利用、降成本、补短板”等重点，全面转型升级，打造

周边水土净美、养殖环境优美、畜产品安全味美的

新型绿色畜牧业，迈向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的现代绿色发展之路。

1 调结构促优化

一是农业结构增比重。畜牧业产值比重是农

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2016年，十堰市畜

牧业产值仅占全市农业总产值的 31.69%。通过树

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以“粮改饲”为突破口，

推动建立粮饲兼顾的新型农牧业结构，扩大种植

青贮玉米、优质牧草，满足节粮型草牧业发展，提

升畜牧业发展空间，促进种养效益双提升。二是畜

种结构增草食。猪禽等耗粮性畜种比重较大，而牛

羊等草食畜种比重较小。十堰地处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水源区，草地资源丰富，拥有地方优良品种郧

巴黄牛与马头山羊，草食畜牧业潜力巨大，发展现

代草牧业，推进南方现代草食畜牧业项目建设，支

持草牧业的生产加工营销，以肉牛、肉羊为重点，

种草养畜，加快发展草食畜牧业，打造草牧业新的

支柱。

2 提品质促升级

随着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迫切

需要中高端产品，对产品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高端引领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从注

重产量向产量质量并重转变。从种畜禽源头抓起，

转变生产方式，提高品质。加快发展现代种畜禽养

殖，统筹兼顾引种、保种和品种培育工作。组织开展

生猪联合育种，建设肉牛、肉羊育种平台，加快禽类

品种的选育步伐，构建企业和科研机构双赢的育种

联结机制，全面带动畜牧业提质转型升级。同时立

足于十堰市地方优良品种郧西马头山羊、竹山郧巴

黄牛、竹山郧阳大鸡、郧阳黑猪、郧阳白羽乌鸡 6大

国家地理标志品种，做大地方特色产业。

3 保安全促生产

畜产品质量安全，是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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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猪“三加”提高食欲

1）加点甜。在猪饲料中加入适量的糖精，育肥猪爱吃，吃后膘肥体壮；哺乳母猪更爱吃，吃后食量

增加，防止掉膘、瘦弱等现象，还可增加泌乳量；仔猪对甜味更喜欢，不仅能提高成活率，而且断奶早，

体重显著增加。一般每千克饲料添加 150～200 mg。

2）加点咸。在猪日粮中添加适量的盐（每天不超过 6 g），能促进猪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增加饮水

量，改善饲料的适口性，增进食欲，帮助消化。

3）加点酸。每千克饲料添加食醋 10 mL（加水稀释亦可），搅拌均匀，不但猪爱吃，助消化，因醋含

有氨基酸等营养成分，对猪生长发育很有益处，但添加量不宜过多。

来源：农业科技报

的基础。一是严防严控，确保产业安全。完善重大动

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抓好重大动物疫病常规防疫

工作。要加强动物疫情监测，推进无规定动物疫病

区创建活动，确保十堰市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

情。二是依法监管，确保产品安全。开展畜产品质量

安全争先创优活动，完善动物卫生监督和畜产品安

全监管与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体系建设，确保十堰

市不发生动物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三是合理养殖，

确保生态安全。科学划定适养区、限养区、禁养区，

根据环境承载能力，合理布局养殖区域、养殖品种

和养殖规模，从源头预防养殖污染。

4 抓利用促效益

废弃物利用，变废为宝，是实现畜牧业绿色发

展、增加效益的必由之路。一是提高养殖粪肥等综

合利用。开展畜禽养殖标准化创建，探索建立经济

高效实用的粪肥综合利用主导技术模式，规模养

殖场配套建设节水、清粪、有机肥生产加工等设施

设备，围绕圈舍设计、自动饲喂、环境调控、疾病防

控等关键环节，不断提高设施装备水平，利用信息

技术，推进粗放落后的养殖方式向智能自动化转

变，通过转变生产方式实现 3个突出：突出源头减

量，发展清洁养殖；突出过程控制，支持粪污不外

露贮存运送设施建设及微生物发酵等技术，确保

粪肥综合利用设施正常运行；突出末端循环利用，

促进粪肥就地就近还田（地、林、园）利用，推进种

养循环绿色生态产业。二是提高秸秆的饲料化利

用，推广秸秆氨化等技术，实现秸秆的饲料化利

用，提高效益。

5 降成本促收入

降成本是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

促进牧业增收的重要途径。一是降低人力成本，推进

养殖主体从粗放饲养向集约饲养转变，提高设施化水

平，实现畜禽养殖的规模经营，提升劳动生产率。二是

降低饲料成本，在“粮改饲”的大背景下，加快发展草

食畜牧业，做到宜草则草、宜饲则饲、宜牧则牧、宜粮

则粮，实现资源有效利用。三是提高产品附加值，积极

开发适销对路、附加值高的精深加工产品，培植名牌

产品，增加产品价值，提高产品收益。建立健全畜产品

等级标准体系，提高产品区分度，实现优质优价。实施

科技带动战略，增加投入产出效益。

6 补短板促发展

畜禽产品加工滞后，特色产品开发不足、品牌

不响，三产融合不够，产业链条不粗不长，严重制约

着畜牧业的发展。而好的畜产品是养出来的，也是

“加 +运”出来的。提高加工流通水平，产品加工要

不断细分，强化标准意识，向精深方向发展，提高整

体加工档次；产品销售上，搭建“互联网 +”，向电商

等新销售业态发展；在流通储存上，向全程冷链发

展，保障产品新鲜程度。要培育知名品牌，大力推动

“三品一标”产品认证，进一步提升品牌意识，大力

培植畜牧业名牌产品，做强龙头企业，实施品牌战

略，扩大品牌效应，提高品牌市场占有率。三产融合

是畜牧业发展的必经之路，树立卖肉不卖活畜的理

念，提高畜禽产品加工比重，不断延伸产业链、打造

供应链、拓展价值链，打造绿色景观新牧业。

管理前沿1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