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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加快肉羊产业发展，促进畜牧业结构调整，七台河市畜牧兽医局通过长期调研总结肉羊产业发

展的经验，依托现有的基础优势，挖掘潜力，采取一系列措施，良种覆盖面进一步大幅度扩大，规模化水平建设不

断提高，肉羊产业发展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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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作为全国第二批资源型枯

竭城市，城市的经济转型关系到整个城市的发展命

运，作为整个经济转型的重要接续产业之一，畜牧

业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取得的长足发展，

在全市农业和国民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深

刻变化，传统的畜产品很难满足消费者现实的要

求，畜牧业结构调整升级势在必行。经过长期的调

研论证，七台河市看准市场对羊肉需求上升的趋

势，紧紧抓住肉羊产业的发展良好机遇。2015年制

定并实施了《七台河市促进肉羊产业发展实施方

案》，将加快肉羊产业业的发展，作为畜牧业结构调

整的突破口，采取畜牧贷款贴息、肉羊良种补贴等

措施，大力发展肉羊产业，良种覆盖面大幅度扩大，

规模化水平建设不断提高。现对肉羊产业发展的思

考和建议介绍如下。

1 发展肉羊产业的重要意义

1）有利于国家秸秆产业政策的落实。随着型煤、

液化气、电磁炉等炉具的普及，加上黑龙江省粮食产

量“十二连增”，各地已多年出现了农作物秸秆大量剩

余的现象，各级政府及时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从战略

高度上对农作物秸秆资源的综合利用做出了规划和

行动部署。多年的实践证明，秸秆养羊的影响已远远

超出草食家畜生产的范围，其将有力地推动畜牧业结

构的优化，保证粮食生产与养羊业的同步发展。

2）有利于畜牧业产业结构调整。衡量一个国家

和地区农业的发达程度，一是畜牧产值在农业总产

值中的比重，二是草食家畜在畜牧总产值的比重。

发达国家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一般在 50%以

上，我国目前仅为 34%；发达国家草食家畜在畜牧

业中所占比重一般在 60%以上，日本 70%、我国仅

14%，与发达国家比较差距甚远。这清楚表明我国农

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发展畜牧业，畜牧业结构调整

的方向是大力发展以牛、羊为主的草食家畜饲养

业。因此，利用农作物秸秆闲置资源，大力发展养羊

生产，符合国际农业和畜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3）有利于提高秸秆的利用率。农业投入要素的

50%左右转化为农作物秸秆。秸秆资源的浪费，实质

上是耕地、水资源和农业投入品的浪费。目前，比较

成熟的秸秆养羊技术包括铡短、揉搓、青贮、氨化、

微贮技术，在发展肉羊生产方面均有良好的效果。

过去农民用玉米秸秆饲喂牛羊，利用的主要是叶子

和少部分茎秆。而通过机械化青贮，秸秆植株利用

率达到 95%以上，同时，还减少了营养物质的损失，

增加秸秆的粗蛋白含量，增进羊食欲，提高消化率

30%，并可用作供四季饲喂牛羊。

4）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我国农作物秸秆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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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广，在现代农业技术和加工技术条件下，大力发

展农区秸秆养羊业，可以开辟新的农业资源和拓宽

农业经营领域，改善和提高我国农业资源利用效

率，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秸秆的多次增值，

从而可以拉长秸秆利用的链条，繁荣农村经济，扩

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

5）有利于拓宽农民就业渠道。当前我国农村产

业发展缓慢，农民就业门路狭窄，农民增收渠道单

一。充分利用农作物秸秆资源发展养羊业，可以补

粮食、补地力、补效益、补就业，实现粮食秸秆并举，

以秸秆带动养羊，以养羊提高效益，以效益促进增

收。可以大批地吸纳和安置农村劳动力，成为农民

就业和致富的新途径。

6）有利于养羊业规模化发展。目前，我国的传

统养羊业几乎靠的是天然草地或杂草，对自然条件

依赖性很强，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问题是牧草的季

节性供给和羊群长年需求之间的不平衡性。受天然

草季节性生产的影响，羊群呈“夏饱、秋肥、冬瘦、春

乏”的季节性波动现象。农作物秸秆绝大多数以干

燥的形态出现，利用秸秆发展草食家畜饲养业，可

以解决饲草供应时空不均匀的问题，实现养羊业的

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走专业化养羊的路子，扩

大饲养规模，适度减少饲养户数，建立合理、规范的

养殖场，对排泄物通过堆积、发酵、加工、生产有机

肥料等方法，实现种植、养殖的互动，在满足市场供

应的前提下，实现羊业发展和环境改善的双赢。

2 七台河市发展肉羊产业的优势和
潜力

1）具有良种基础优势。七台河市具有全省东部

最大的种羊企业———勃利种羊场，存栏 2 500只，

年可供应优秀种羊近 500只。金沙新区简州大耳羊

本地驯化工作已近结束，现存栏 1 500 只，预计在

2016年将发挥良种优势，产生集群效应。光大牧业

作为国家标准化场，存栏肉羊 1 300只，其中，优质

湖羊存栏 300余只。这些企业为肉羊产业发展奠定

了坚固的良种基础。

2）具有丰富的饲料资源。七台河市粮食资源丰

富，2015年全市粮食总播种面积 17.79万 hm2，其中

玉米 12.37万 hm2，占总播种的 70%，全市粮食总产

量 12.05亿 kg，可产玉米秸秆近 24亿 kg，主要将用

于养殖业，可充分供应肉羊产业的发展。

3）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七台河市是以煤炭工

业为主导产业的资源型城市，农业比重较小，辖区

内 6 079户农业人口同全市 35万农业人口部分实

现了“农转非”，再加上近几年煤炭行业低迷，小煤

炭企业关停，大型煤矿企业人员分流。农村推行土

地流转政策，农村也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并且，随

着棚户区改造的加快，大批城郊劳动力涌入城市，

集中安置，为畜牧业发展提供大量的劳动力。

4）具有深加工的基础和潜力。伊鑫畜产品加工

企业年可加工羊肉 2 000 t，并已形成自己的羊肉

品牌，畅销哈尔滨、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鑫源等 3

家肉羊屠宰加工企业年屠宰加工能力达万只。光大

牧业计划新建屠宰加工项目将进一步提高肉羊产

品加工能力，因此，七台河市肉羊产业，具有一定的

深加工基础和潜力。

3 措施与建议

1）成立养羊协作组织。成立七台河市肉羊养殖

协会，将分散的肉羊养殖场户整合起来，形成发展合

力，通过向会员推介优质品种，统一饲养标准，提升肉

羊品质。协会以勃利县种羊场为核心，借助龙头企业

的经营理念和“公司 +协会 +农户”的产业发展模

式，从种羊繁育、饲料饲草、饲养管理、行业信息、技术

培训、示范推广、产品加工、市场销售等方面全方位、

多层次为全市广大养殖户提供优质服务。

2）扩大优质肉羊种群数量。为提高七台河市优

质肉羊的数量，实现肉羊生产向质量效益型迈进，市

政府以勃利种羊场为核心，以协会会员为重点，种羊

场通过引进和培育优良种羊品种，扩大优质种羊的数

量，建立人工受精站点，将优良的肉羊养殖品种以人

工受精、胚胎移植等方式向会员普及，逐渐扩大七台

河市优质肉羊的数量。加大对金沙新区大耳羊养殖场

的服务和宣传力度，扩大种群规模，逐步向全市范围

推广，将其建成具有区域特色的肉羊养殖品种。

3）实施标准化养殖。以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综

合生产能力、发展现代畜牧业为核心，按照高产、优

质、高效、生态、安全的发展要求，由肉羊养殖协会

牵头，制定《七台河市肉羊养殖行业标准》，逐步规

范会员生产行为，实现肉羊标准化规模生产和产业

化经营，提升肉羊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增强产业竞

争力，保障肉羊产品有效供给，促进七台河市肉羊

产业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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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快规模化、标准化肉羊养殖场建设。继续

落实畜牧贴息贷款和肉羊良种补贴政策，引导和鼓

励民间资本建立大型标准化肉羊养殖场。通过龙头

带动，市场拉动，对现有小型养殖场进行标准化改

造，实现标准化生产。

5）开展肉羊产品精深加工项目。市县畜牧部门

要加大对光大牧业的扶持力度，鼓励建设肉羊产品

深加工项目，扩大产品加工能力，扩展肉羊产品的

种类，增强肉羊产品的品质，以实现更高的产品附

加值，为地方财政收入作出贡献。

6）实施品牌战略。依托电商服务平台，通过深

入调研，对七台河市肉羊及其产品特色进行精准定

位，借助正邦集团旗下的整合传播服务机构，以全

新的理念和模式为客户提供品牌整合管理与实效

传播服务，从实现肉羊产品迅速打入并站稳市场。

7）引进皮革加工企业。在壮大七台河市肉羊群

体规模的基础上，引进皮革加工企业，将本地区的山

绵羊皮革进行初步加工，扩展养羊产业的附加值，使

七台河市肉羊产业链条进一步延伸，成为黑龙江省东

部的肉羊产业发展强市。

摘要 十堰城区农贸市场活禽整治工作是十堰市“五城联创”复审验收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成立专班、强

化认识、明确目标、依靠基层、克难攻坚、巩固成果、建立长效机制等措施规范了十堰市农贸市场经营，保障了十

堰市“五城联创”工作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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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十堰城市品质，美化城市环境，打造鄂豫

陕毗邻中心城市，自 2015年 4月份开始，十堰市在城

区开展了“五城联创”复审验收工作。十堰市市委、市

政府将城区农贸市场的活禽经营整治工作交给了十

堰市畜牧兽医局。市畜牧兽医局高度重视，精心部署，

扎实开展整治工作，经过 3个多月的专项整治，截至

目前，已基本完成了目标任务。为规范十堰市农贸市

场活禽经营，巩固整改成果，构建活禽经营市场长效

监管机制，现对前期工作进行回顾总结，对整治工作

中存在的难点和问题，进行反思，提出建议。

1 十堰城区活禽经营整治前后的基
本情况

十堰城区下辖 4个区，在整治前，共有 43个农

贸市场从事活禽经营，有活禽经营户 91家（含市场

周边散户）。经调查发现这些市场经营户大都存在

规划布局不合理，环境卫生差，宰杀和活禽销售未

分离，大都无专门的排污和通风设施，羽毛、内脏等

废弃物乱丢乱放且未经无害化处理，没有进行休市

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整治，存在涉及区域广，工作

强度高，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等情况。

经过 3个多月的集中整治，43个农贸市场中除

取缔了 2个活禽经营市场中的 2家经营户外，其他

都已达到整治要求，经营户的地面大都铺有地板

砖，墙面贴有瓷砖且粘贴上顶，都已吊顶，宰杀和销

售实施了隔离，废弃物盛装规范，做到了制度上墙，

休市时间和检疫证明都已公示等。现仅剩有 2家市

场外经营户的取缔工作正在推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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