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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以来,鄂州市以畜牧强市建设为目标,
以开展四级联创活动为契机,以科技进步为动力,采
用行政、经济及技术手段,全面推进畜牧业标准化、
集约化、产业化经营,促进了畜牧业健康、快速发展,
全市畜牧业呈现出了生产高效、结构优化、效益提升

的良好发展态势。截至2012年9月,全市新建标准

化畜禽养殖基地5个,增加禽蛋加工厂20个、畜禽

专业合作社10个,畜禽养殖规模化比例达81.3%,
畜禽产销率达99.7%,畜牧生产的科技贡献率达

53.4%。

1 鄂州市畜牧强市建设的主要成绩

1.1 发展了一批标准化畜禽养殖基地

鄂州市在畜牧强市建设过程中,按照“集中连

片、整体开发、稳步推进”的思路,通过采取政策引

导、技术扶持、项目建设等措施,大力发展标准化畜

禽养殖场(户),建设了一批标准化畜禽生产基地。

一是在樊湖沿线及燕杨线728.5km2 的区域内,依
托湖北省原种猪场和大丰牧业有限公司种猪场的技

术及管理优势,兴建了3个万头猪场和20个千头猪

场,改造了30个规模化养猪场,使生猪饲养量增加

了8万余头。二是在生猪养殖板块建设过程中,大
力推广生猪“150”模式和“猪-沼-菜(果)”模式,实
行科学饲养、种养配套,形成了年产70万头生猪的

标准化生产基地。三是在沼山、汀祖等蛋鸡重点养

殖区域,引进华中农业大学最新科研成果,大力推广

“153”养鸡模式和“土鸡无障碍养殖”技术,大大降低

了业外人士进入养鸡业的“门槛”,提高了蛋鸡养殖

效率,使沼山及汀祖地区蛋鸡饲养量均突破100
万只。四是依托全市丰富的草地资源,在继续推进

肉牛规模化养殖的同时,大力发展山羊养殖,先后培

植了20个500只以上规模的标准化养羊场,使山羊

饲养量增加了2.1万只,形成了沿江5万只规模的

牛羊生产基地。五是在“四湖”(梁子湖、花马湖、四
海湖及五四湖)地区大力发展“鸭-鱼”混养,使蛋鸭

饲养量达到300万只。据统计,全市标准化畜禽生

产基地的饲养量占全市畜禽饲养总量的70%以上。

1.2 建设了一批标准化禽蛋加工厂

2012年鸭蛋行情直线下滑,蛋鸭养殖面临严峻

考验。为了防止“蛋贱伤民”的现象发生,化“危”为
“机”,鄂州市加强了与华中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

和省内外皮蛋加工厂的沟通和联系,对传统皮蛋加

工工艺进行改进,提升皮蛋品质,拓宽市场销路,使
鸭蛋的产销率达到99.7%。截至2012年9月,已
新建鸭蛋加工厂20个、改建鸭蛋加工厂10个,鸭蛋

加工能力达到4万t,形成了“武昌鱼”、“寿昌益”等
多个品牌。由于皮蛋的品质大大改善,鄂州市皮蛋

已销往武汉、黄石及江西等周边省市,实现了皮蛋由

“外购”到“外销”的转变。禽蛋加工厂的建立,大大

提高了蛋鸭养殖综合经济效益,增强了鸭农的抗风

险能力。根据蛋鸭行情分析,鄂州市养殖户原养殖

蛋鸭每只亏损20元左右,但通过加工后,蛋鸭养殖

户不但没有亏本,反而每只蛋鸭能获利20~30元。

1.3 催生了一批畜牧中介服务组织

为了提高畜禽专业化生产水平、构建新型高效

畜牧业组织,鄂州市积极扶持了一批母猪专业养殖

合作社、母猪专业化饲养场、土鸡育雏公司、土鸡专

业养殖合作社等畜牧中介服务组织。
鄂州城区华胜生猪养殖场组织几家母猪养殖户

率先组成母猪专业养殖合作社,合作社定期组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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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进行培训,开展技术交流,互通供种信息,为周边

养殖户搭建了一个交流平台,解决了母猪养殖、仔猪

销售等诸多问题。合作社成员迅速扩增,已遍及全

市10余个乡镇。在该合作社的带动下,鄂州市成立

了多家专业养殖合作社,成为全市技术推广和专业

化生产的主体。
鄂州市四峰山农业专业合作社承租了133hm2

山林进行土鸡养殖,合作社与华中农业大学建立了

技术合作关系,在育雏过程中应用最先进的技术,实
现了免疫接种、药物预防、饲料配制、人工补光及技

术管理程序化,培育出的土鸡成活率高达98%以

上,深受周边养殖户的欢迎。在该合作社的带动下,
汀祖镇土鸡养殖户已发展至103家,土鸡饲养量近

100万只。当前,汀祖镇政府已将土鸡产业作为农

业支柱产业加以扶持,已同武钢集团后勤公司达成

土鸡销售意向。

1.4 组建了一支高水平技术服务队伍

一是村级动物防疫队伍日臻成熟。鄂州市在新

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和春秋两季集中免疫工作中,
加强了对143名村级动物防疫员的培训,积极普及

免疫操作和畜牧兽医技术知识,着力提高村级动物

防疫员的综合素质。如今,鄂州市村级动物防疫员

不仅能顺利完成免疫注射任务,而且能负责中小型

专业养殖户的技术服务工作。二是母猪饲养员不断

增多。鄂州市生猪产业发展迅速,母猪饲养员十分

缺乏,为此,市畜牧兽医局开展了母猪饲养员的专业

培训。通过专业培训,培养了一大批母猪饲养员,及
时补充到各生猪养殖场,从根本上解决了母猪饲养

员严重不足的问题。三是成立畜牧强市技术专家

组。为了推进畜牧强市建设,抽调全市优秀技术人

员组成畜牧强市技术工作专班,重点解决畜牧强市

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重大技术难题,为畜牧强市建设

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2 鄂州市畜牧强市建设的主要做法

2.1 加强组织领导

鄂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畜牧强市建设工作,
专门成立了以分管农业的副市长为组长,以农业、财
政、土地、环保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专

班,负责畜牧强市的领导、组织和监管工作。同时,
市政府办公室以鄂政办发[2012]81号文下发了《鄂
州市畜牧强市暨现代畜牧业示范区创建工作实施方

案》,进一步明确了畜牧强市建设的目标任务、工作

重点和主要措施。鄂州市电视台及《鄂州日报》也加

强了对畜牧强市建设的宣传和报道,积极营造良好

的舆论氛围。

2.2 实施示范推广

为了将先进的畜牧业组织方式和生产管理理念

迅速普及,鄂州市开展了畜牧业生产技术和生产模

式的试验、示范工作。一是高标准打造“樊寺线十千

米家庭牧场精品展示区”。从项目、技术、信息等方

面加强对樊寺线畜禽养殖场的扶持,按照种养结合、
示范带动的原则,新建家庭牧场10个,建设沼气池

1000m3,配套土地(包括精养鱼池)92hm2,形成了

“猪-沼-菜(果)”、“猪-沼-鱼”等高效主体种养

模式,并组织全市各区、开发区及街道办的畜牧系统

干部召开现场会进行大面积推广。二是积极开展

“二段式”养殖试点工作。为了推进畜禽专业化养

殖,在汀祖、杜山、泽林等乡镇培植母猪专业养殖合

作社、土鸡育雏公司、母猪专业养殖场等专业服务组

织。通过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促使育雏技术水平

和母猪养殖水平进一步提高,加速与全市1098栋

“150”模式猪舍和245栋“153”模式鸡舍进行对接,
实现良种、良法及良舍的有机结合。三是全面开展

标准化示范场创建活动。根据省局四级联创活动的

要求,鄂州市在重点创建3个部级示范场和3个省

级示范场的同时,着力建设10余个市级示范场,通
过四级联创活动推动全市标准化生产的全面开展。

2.3 建设家庭牧场

家庭牧场是现代畜牧业的重要组织形式。近年

来,鄂州市在家庭牧场建设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一是加强家庭牧场的建设规划。根据鄂州市经济社

会发展特点,对家庭牧场进行了科学布局,并制定了

家庭牧场的建设要求和验收标准。二是加强对家庭

牧场的舆论引导。通过在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上

设立专栏,大篇幅、长时间地宣传家庭牧场建设,号
召全市上下开展家庭牧场建设工作。三是加强家庭

牧场建设工作的政策奖励。每年年终,鄂州市组织

财政及农业部门主要业务干部组成专班,开展家庭

牧场检查验收工作,并采用量化评分的办法,对家庭

牧场建设良好的给予奖励,同时将验收结果及奖励

情况在《鄂州日报》上进行公示,做到公平、公正、公
开。通过采取以上多项措施,刺激了广大私营业主

和社会人士积极参与家庭牧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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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注重环境保护

近年来,鄂州市把畜禽养殖污染源治理工作列

为建设现代畜牧业的重要内容,采取了一系列有效

措施,保护生态环境。一是出台畜禽养殖污染源治

理的政策规定。2012年初,鄂州市委、市政府结合

乡村治理工作,制定了《鄂州市畜禽养殖污染源治理

工作实施细则》,对畜禽污染源防治进行整体规划,
明确了畜禽污染源防治工作目标、任务、方法、步骤

和具体措施,对禁养区、限养区和养殖区进行界定,
全面组织实施养殖污染源治理工作。二是加强重点

畜禽养殖企业的排污改造。2012年,鄂州市在7个

大中型养猪场开展了排污工程改造活动,总投资达

500万元,全部按照现代粪污处理工艺进行设计,力
争做到达标排放。三是推广先进的治污模式。按照

“减量化、资源化”的要求,大力推广“林-草-鸡”、
“猪-沼-菜”、家庭牧场等先进的治污模式,积极推

广“三厌二耗”技术,做到种养结合、科学处置、合理

利用。四是强化环境执法工作。在做好宣传工作的

同时,组织人员加大对养殖户环境保护的执法力度,
通过环境执法,督促养殖户进行整改,提高养殖户粪

污治理水平,逐步实现环境保护与生产发展的有机

统一。

2.5 加大财政投入

在畜牧强市建设及畜牧产业化发展的道路上,

鄂州市加大了财政投入。一是整合项目资金,集中

投入。近年来,鄂州市积极争取畜禽养殖场标准化

改扩建、“菜篮子”工程等项目,并将项目资金进行捆

绑,先后投入近1000万元资金,重点支持樊寺线和

长港沿线完成30余个畜禽养殖场的标准化改造。
二是扩大财政支农资金,重点投入。近两年来,市财

政拨付近1000万元资金,重点支持“150”模式猪

舍、家庭牧场、标准化示范场创建及动物防疫和畜产

品安全工作,积极推进畜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

2012年初,市政府一次性拨付财政资金200万元,
对113个家庭牧场进行补贴,极大地促进了鄂州市

家庭牧场的快速发展。三是设立专项基金,科学投

入。市政府从市财政和国家奖励资金中调拨专款,
设立畜产品加工基金,对畜产品加工企业进行扶持,
通过贷款贴息、以奖代补等形式,加大对畜产品加工

业的支持,力争使鄂州市畜产品加工业有一个质的

飞跃。

3 鄂州市畜牧强市建设面临的主要

问题

3.1 畜产品加工能力不强

虽然鄂州市畜产品供给能力有较大幅度的提

高,但多处于鲜活直销阶段,缺乏大型畜产品加工企

业,没有强势的知名品牌,畜产品加工转化能力不

强,畜牧业抗风险能力较差,极大地制约了鄂州市畜

牧业健康、快速发展。

3.2 养殖场建设标准不高

虽然从整体来看鄂州市畜牧业标准化进程在不

断加快,但养殖场建设标准不高,主要体现在以下3
个方面:一是排污手段不佳。没有高标准的排污设

施,达标排放的企业较少,排污困难的企业较多。二

是养殖设备不优。很多畜禽养殖企业缺乏自动喂料

系统、自动供水系统、自动控温系统等先进的养殖设

备,多半以人工生产为主。三是管理措施不力。多

数畜禽养殖企业的软件管理、视频监控、电子识别等

系统尚未建立,仍然沿用传统、粗放型的管理方式。
由于养殖场标准化水平不高,以致环境控制能力差、
人工劳动效率低、养殖生产成本高。

3.3 产业服务功能不完善

一是市、县2级技术服务机构不健全。目前,机
构、编制和人员均没有到位,职责不清及相互推诿的

现象时有发生。二是机关事业单位技术人员专业技

术水平不高。全市的技术服务工作尚未得到根本的

落实,技术人员很少到基层为农民解决具体问题,缺
乏技术服务“领头羊”。三是技术服务连贯性不强。
许多技术服务是零星的、局部的,产前、产中、产后连

续服务的能力差。

3.4 资金投入不足

现代畜牧业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特别是

在排污设施和养殖设备方面耗资巨大。如果没有政

府更大力度的扶持,现有畜禽养殖场的改造、高标准

畜禽养殖加工企业的新建均较难实现。

4 鄂州市畜牧强市建设的工作重点

加快畜牧强市建设、不断推进畜牧业产业化经

营,是实现畜牧强省战略的需要,也是建设现代农

业、不断增强鄂州市畜牧业在国内外的核心竞争力

的现实选择。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举全市之力,
充分调动各种社会生产力资源,采取一系列措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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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推进畜牧强市建设和产业化经营。具体地讲就是

要做到“四个突破”。

4.1 要在畜产品加工方面取得突破

一是要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吸引更多的民间资金投入到畜产品加工业,通过

新建、扩建、兼并等方式,培植1~2个资产超过10
亿元的畜产品加工企业,通过“龙头企业+标准化生

产基地”等方式,带动鄂州市畜牧业快速发展。二是

要积极开创品牌、提高产品质量、优化服务手段,增
强市场带动能力。三是要优化发展方式,建立和完

善加工企业与生产基地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风险

规避机制及产业衔接机制,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

的经济共同体。

4.2 要在硬件建设方面有所突破

一是要在科学选址、合理布局的基础上,积极推

广“150”养猪模式和“153”养鸡模式,大力推行现代

化高标准的畜禽舍,并提高畜禽舍的优质率。二是

要积极应用自动喂料系统、自动供水系统、自动监控

系统等先进的设备设施,提高养殖人员的劳动生产

效率。三是要进一步加强对生产工艺、排污工艺及

相关设备的研究、开发与应用,大力推广采用肥猪大

栏饲养、水泡粪、福利养猪等现代养猪模式,加快相

关设备和工艺的集成,提高养殖环境的整治率。

4.3 要在体系建设方面有所突破

一是要完善区和乡(镇)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体

系,引进一批高校毕业生进入畜牧兽医技术服务队

伍,负责基层畜牧兽医技术服务工作。二是要在省、
市2级建立畜牧强省专家顾问团制度,积极培育学

科带头人,组建高层次的业务团队。三是要加大对

畜牧技术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视与投入,为科技人员

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同时,制定畜牧兽医技术工作

规划,加强对专业技术岗位的设置,加快人才选拔和

交流,组建一支强大的畜牧专业队伍。

4.4 要在环境保护方面有新的突破

一是要大力推行清洁乡村工程。实施禁养区、
限养区及养殖区管理制度,完善畜禽养殖审批制,加
大执法力度,改善养殖环境。二是推行种养结合的

家庭牧场。按照一定比例给畜禽养殖场配套相应的

土地,实行种养配套、科学返田。三是加强对环境落

后企业的改造。积极改进生产工艺,完善生产设施,
健全管理制度,使养殖环境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责任编辑:刘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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蚯蚓粉———生猪快速生长剂

将蚯蚓制成蚯蚓粉再加入适量的兽用维生素等制成“生猪快速生长剂”喂猪,可取得理想的增重效

果,猪的增重率可比一般饲料条件下提高30%~50%,将大大缩短生猪的养殖周期,显著降低养殖成

本,该方法操作简单、效果明显。
蚯蚓粉制作方法:先将蚯蚓用清水洗干净,盛在篮里(无需剖肚),再浸到盛有开水的容器内烫4~

5min(以烫死烫熟为度,切忌烫糊),并不断地摇动菜篮,使之烫得均匀。然后,把幼蚯摊在竹帘或水泥

地上晒干(一般晒2d即可),晒干后及时敲碎磨粉。约2.5kg鲜蚯蚓可磨成0.5kg蚯蚓粉。
用蚯蚓粉制作“生猪快速生长剂”的方法:将97%的蚯蚓粉、3%的多种维生素混匀即成。在制作

“生猪快速生长剂”时,还可用“希望”或“通威”等精饲料20g加5kg蚯蚓粉,掺在100kg饲料中饲喂。
该剂的用量:仔猪每头每天可喂2~4g;25kg以下的小猪每头每天可喂10g;25kg以上的猪每头

每天可喂15g;50kg以上的猪每头每天可喂20g,均匀拌入饲料中喂给。也可以该剂1倍量的蚯蚓粉

直接掺入饲料喂猪,效果也较好。
来源:好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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