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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原州区肉牛产业发展现状及建议

王进宽

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张易畜牧兽医工作站，宁夏固原 756000

摘要 为了进一步促进宁夏固原市原州区肉牛产业的发展，本文介绍了原州区肉牛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指

出了存在的问题：饲草生产和加工水平不高，科学养殖水平较低，品种改良及品牌宣传力度不大；提出了进一步发

展的建议：建立“草畜一体化”的发展理念，加强产业人才队伍建设，引进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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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州区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属黄土高原

丘陵区，境内山多川少，回族居住较为集中。自古以

来，回族群众就有养殖牛羊的基础。近年来，原州区

抢抓大力发展宁南山区优势特色产业机遇，紧紧围

绕“家家种草、户户养畜、适度规模养殖”的发展思

路，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原则，不

断优化产业布局，推进肉牛产业全产业链提质增

效，打造规模化养殖、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品

牌化发展、社会化服务为基本特征的现代肉牛产业

体系，加快宁夏六盘山百万头肉牛养殖基地建设，

在促进农民增收、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原州区肉牛产业发展的现状

1.1 肉牛产业目前基本情况

为提升肉牛产业附加值，原州区建立“公司+农
户”经营模式，以大型现代化肉牛育肥及屠宰加工

企业为龙头，带动西门塔尔肉牛标准化养殖示范

村，采取农户繁殖，企业育肥的共同发展模式。原州

区约 2.5万户从事肉牛养殖行业，2020年肉牛饲养
量 25.08 万头，其中基础母牛 7.75 万头，育肥牛
6.33万头，出栏 10.99万头。全区共设 64个肉牛冷
配改良点，年改良 5.5万头左右。
1.2 饲草种植与加工利用

年种植“粮改饲”青贮玉米 3.33万 hm2，多年生
优质高产苜蓿 4.67万 hm2，一年生禾草 0.67万 hm2。

重点推广全株玉米青贮和苜蓿包膜青贮（窖贮）技

术。饲草基地的建设，为肉牛养殖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尤其近年来“四个一”项目的成功实施，为肉牛

产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

1.3 疫病防控

疫病防控贯彻“预防为主”的原则，构建县、乡、

村三级防疫体系，对重大动物疫病进行强制免疫。

县级每年对动物防疫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免疫质量

监测；乡镇技术人员指导村级防疫人员按照技术标

准实施免疫工作；村级防疫员按照“村不漏户、户不

漏畜、畜不漏针”的原则对所属区域内牛只逐头免

疫，确保按期完成免疫工作，筑牢疫病防护墙。

1.4 技术推广

随着肉牛价格不断上涨，养殖户对科学养殖知

识更加重视。畜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组织技术人员

对辖区肉牛养殖户进行包片技术指导，推广肉牛科

学养殖技术。同时，充分利用“家畜饲养工”“实用技

术”“新型职业农民”等培训工作，对养殖户开展理

论和现场教学，更新养殖知识，开阔视野，及时掌握

实用技术，提高科学养殖技能，激发养殖户发展生

产的积极性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内生动力。

2 原州区肉牛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饲草生产和加工水平不高

1）饲草种植缺乏统一管理。规模种植基地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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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种植地块分散和对饲草产业化生产缺乏认识，

管理粗放，同时由于种子品种混乱、质量差，严重影

响牧草的品质和产量；缺草后购草养牛成本大，严

重影响养殖规模的再扩大。

2）饲草加工企业缺乏专业化经营。牧草种植分
散，缺乏适宜当地的牧草收获机械，致使收获时间

长，错过牧草最佳收获期，导致不能及时收割交给

加工企业，即使农民与企业签了订单，也会出现农

民毁约现象，因此加工企业压级压价，影响了农民

种草积极性。

3）加工企业普遍存在资金短缺、设备落后、经
营规模小的问题，草产品主要限于干草捆、草粉等

粗产品，结构单一、附加值低。

2.2 科学养殖水平较低

农户科学养殖基础母牛知识欠缺，饲养质量

差，饲料转化率低，饲养方式粗放；肉牛养殖周期

长，成本高，效益低，导致部分养殖户和养殖企业不

愿饲养基础母牛。育肥环节缺乏规模发展，缺少龙

头企业和适度规模养殖经营主体，辐射带动力不

强，产业化经营层次低，专业化、组织化程度不高，

导致肉牛养殖没有统一养殖标准模式。

2.3 品种改良及品牌宣传力度不大

多年来，严格按照自治区“优质+高端”的肉牛
品种改良和“两纯一优”技术路线发展肉牛产业，西

门塔尔肉牛品种已被广大养殖户接受，并作为优质

肉牛品种饲养。但在地方新品种（或新品系）的培育

上，还是缺少较明确的改良和育种方向，还没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当家肉牛品种，以龙头企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为主体带动的组织化程度较

低，良种选育环节缺乏科学化管理。

3 原州区肉牛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建议

1）建立“草畜一体化”的发展理念。结合粮改饲
项目的实施，一方面要根据当地气候特点选择适合

种植的青贮玉米品种，同时调整种植结构扩大农户

种植的青贮玉米种植面积，保证粗饲料供给。另一

方面要及时进行饲草加工调制技术培训，同时在农

户制作时下派技术人员集中指导做好全株青贮、黄

贮饲料，确保饲草质量。另外，要结合农户地形特

点，选择适合山地作业的机械设备，尽量减少人工，

缩短饲草制作时间，争取在饲草最佳营养期适时收

获，有效利用，减少饲草浪费，全面提高饲草利用水平。

2）加强产业人才队伍建设。一个产业的发展，
没有科技型人才的技术支撑是不行的，多年来在

县、乡、村三级畜牧技术队伍和农村实用人才的补

充、更新步伐缓慢，致使畜牧技术队伍青黄不接，技

术人才严重匮乏，影响了产业的有效发展。要积极

与院校、科研院所合作，解决肉牛产业的“瓶颈”问

题。同时争取引进肉牛产业科技服务人才，提高科

技服务水平，实行技术人员包片服务，做到技术服

务到户，促进产业发展。

3）引进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发展。多年来，原州
区已经形成“家家种草、户户养畜、小群体、大规模”

的肉牛养殖基础。但从肉牛全产业链发展格局讲，

缺乏龙头企业引领，对农户带动效益不明显；缺乏

屠宰加工企业对牛肉产品精深加工，产品附加值较

低；缺乏企业对牛肉产品的品牌打造和宣传，使好

的产品市场范围较小。为此，在加快本地牛杂交改

良同时，要引进大型养殖加工一体的企业，一方面

带动当地农户工业化发展，建立“企业+农户”利益
共同体，形成农繁场育的肉牛产业良性循环机制；

另一方面通过企业对外加大固原肉牛产业进步的

展示力度与“固原黄牛”和“固原牛肉”品牌的宣传

力度，从而巩固并提高固原肉牛业在全国的地位，

达到为农民增收、企业增效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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