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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地区脱贫致富的好政策，国家投资也向贫困山区

倾斜，农业部的投资中也有部分资金专门用于支持

贫困地区的农业发展。充分把握政策机遇，优化项

目资金组成结构，在地方配套无法完全到位的情况

下，量力而行，拿国家一分钱，就一定要办成至少一

分钱的事情。发展适度规模养殖，逐步增加生产规

模，最终实现山区养殖业产业化和集约化的目标。

总之，应该立足贫困山区资源优势，因地制宜

地发展畜牧业。以增加山区农民收入为宗旨，以转

变传统的养殖方式为着力点，以产业发展为重点，

突出山区特色，依靠山区得天独厚的无污染环境，

提高畜产品的绿色特质，必然会走出一条优质、高

效的山区畜牧业发展之路，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山区

落后、贫穷的现状。

摘要 青海省祁连县畜牧业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丰富的畜产品资源优势、独特的生态优势、丰富的草地面

积和地下资源，但存在着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任务艰巨、生态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任务繁重、产业化发展水平

低、转移富余劳动力难度大等问题，由此提出发展生态畜牧业对保护高原生态环境，解决草地畜牧业生产和草地

生态与环境问题，促进草地的可持续利用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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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祁连县基本情况

祁连县地处祁连山中段而得名，位于青海省东

北部、海北藏族自治州西北部，是一个以农牧业为

主的县份。全县国土面积近 1.4万 km2，辖 4乡 3镇

45 个行政村，总人口 4.6 万人，其中农牧业人口

3.69万人。境内平均海拔 3 169 m，年均气温 2.3～

3.7 ℃，年降水量 406.7 mm，具有海拔高、气温低、

冷季长、无霜期短等特点，属典型的高原气候。全县

共存栏各类牲畜 117.51万头（只），畜牧业总产值

52 207.84万元，占农牧业总产值的 91.5%，农牧业

增加值 43 546万元，占全县农牧林渔业增加值的

96.3%，成为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全县总草场面积

117.61 万 hm2，占土地面积的 84.69%，可利用草场

面积 100.59万 hm2，占草场面积的 85.5%。

2 祁连县生态畜牧业发展现状及优势

祁连县是青海省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地之一，大

多数的草地处于环境条件恶劣的地区，生态系统复

杂，类型独特，环境脆弱。近年来，由于不合理利用

及其他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草地生态出现了严重

的退化现象，有些地区十分严重，危及到当地人民

的生产和生活。草地生态保护能有效地帮助祁连县

解决草地畜牧业生产和草地生态与环境问题，促进

草地的可持续利用，充分发挥草地的生产能力和草

地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为人类造福，对祁连县畜

牧业的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实现祁连县畜牧

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好方式。因此大力发展生态畜

牧业可以极大缓解草场压力，为祁连县畜牧业长期

稳定发展，提供坚强的保障。

1）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目前祁连县畜牧业经

济总量比较小，畜牧业经济发展有差距，但祁连县

人口总量小，且畜牧业资源丰富，西部大开发战略

实施以来，牧业基础设施水平得到了全面提升，为

畜牧业资源开发创造了条件，全县畜牧业经济正处

于传统畜牧业向现代高效畜牧业转变的关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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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集中力量，牢牢抓住机遇，促进草地生态治理、

牧业基础设施和畜产品加工重点项目建设，就能够

使祁连县畜牧业经济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2）具有丰富的畜产品资源优势。祁连县是省、

州主要草原畜牧业生产基地，各类牲畜超百万，十

二五期间，全县肉、奶、毛产量可分别达到 15 799、

10 987、1 314 t。建成有机示范牧场 7个，全县牛羊

肉精深加工量达 2 000 t，占全县牛羊肉总产的

13%，年加工牦牛酸奶 720 t、鲜奶 1 440 t，占全县

总牛奶产量的 18%。畜产品加工开发，发展牛羊标

准化养殖，资源优势条件具备。

3）具有独特的生态优势。祁连县地处黑河、大

通河、托勒河源头地区，有黑河、大通河、托勒河三

大河流，流域面积 1.3 万 km2，年径流总量达 20.68

亿 m3，是全县工农牧业用水和甘肃河西走廊人民生

存发展的命脉；有省内第二大天然林场、117.6 万

hm2天然草地，境内有林地面积 20.97万 hm2，是全

县乃至大通河下游、甘肃河西走廊重要的生态屏

障。祁连生态好坏，对于构建大通河下游地区和河

西走廊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生态地位十

分重要。

4）具有丰富的草地面积和地下资源。祁连草产

业开发前景广阔，县境光、热、水、土资源丰富，是青

藏高原地区优良牧草生产适宜的生态地区。天然草

地共计 9大类、28个组、36个型，常见牧草品种有

452种，其中有优良牧草品种 102种，占牧草品种的

22%，其中披碱草、早熟禾、燕麦等牧草品种生态适

应性强，极易推广种植。地面上有国家重点保护的

经济动物、珍禽 15万头（只），蘑菇、虫草资源丰富，

虫草经济已形成一定规模，3条河流水资源丰富，水

能理论蕴藏量达 56.77万 kW；草地地下石棉、煤、铬

铁、铅锌矿产储量大。因而，草地资源及其地上、地

下共生资源的保护、开发，对发展祁连生态畜牧业

经济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3 祁连县生态畜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任务依然十分艰巨。由

于受传统畜牧业的影响，生产资料入股集中连片经

营后，规模化发展和集约化经营能力和管理技术远

远跟不上新形势，致使畜牧业规模效益作用不能得

到充分发挥，在实现生产经营效益最大化上尚需狠

下功夫。

2）生态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任务繁重。生态畜

牧业建设是一项庞大而系统性的工程，由于地区之

间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配套化水平不一，与“一平

二转三强四高五配套六完善”目标要求相差甚远，

仍需投入大量资金提高物资装备水平。

3）产业化发展水平低。各示范村优势产品物流

模式落后，仍作为初级产品销售，龙头企业带动能

力弱、高端畜产品开发滞后、加工增值难度大。

4）畜牧业品牌建设相对滞后，市场发育程度

低。目前祁连县优质绿色有机产品没有形成“名、

优、特”品牌，仍以无商标无品牌无超市形式流通，

无法体现其天然绿色及有机品质价值，影响着农牧

民增收的步伐。

5）转移富余劳动力难度大。牧区经济社会发展

程度低，传统畜牧业仍然占很大比重，富余劳力基

本素质较低，普遍缺乏职业技能，就业面窄、就业率

低，向非牧行业转移富余劳动力的难度较大，牧民

增收空间狭窄。

4 对 策

1）以草原生态建设为重点，加强畜牧业基础设

施建设。发展生态畜牧业，必须进一步加强以保护

草原生态为重点的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从近些年

的实践看，草原生态建设必须坚持保护与建设并

举、以保护为主的原则，通过围封轮牧、休牧和必要

的人工补种等途径，加大天然草场保护力度，使其

恢复自然生态。在建设方式上，要以草灌为主，围封

和保护为主，宜林则林，宜草则草，促进草原生态的

恢复，为畜牧业的良性发展奠定基础。加强草原动

态化管理，根据生态监测数据，对各乡镇的天然草

场实施最严格的草畜平衡制度和超载超牧控制目

标考核制度，实行季节休牧，充分发挥草原资源的

最大生物量，为草场提供充足的休养时间，保证草

原资源的永续利用。

2）以发展有机畜牧业为切入点，加快转变畜牧

业生产经营方式。发展生态畜牧业关键在于饲养方

式的转变。从祁连实际情况看，重点是把那种粗放的

单一的靠天然草场放牧饲养方式，转变为标准化、规

模化的饲养。有机畜牧业养殖“以草定畜、量草而

行”，既能有效保护草场生态，又能确保农牧民持续

增收，真正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

道路。积极倡导有机畜牧业发展理念，引导农牧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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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瓣胃秘结如何诊治

该病中兽医称为“百叶干”，是前胃弛缓，瓣胃收缩力减弱，内容物充满、干燥所导致的瓣胃阻塞和

扩张。多发于冬、春季节。

1）病因。主要是采食了大量的坚硬含粗纤维多的、带泥沙不洁的糟糠和霜冻饲料，饮水量又不足。

也可继发于前胃迟缓、瘤胃积食、真胃阻塞、扭转等病的过程中。

2）症状。初期与一般消化不良相似。1周后体温上升，饮、食欲废绝，反刍停止，鼻镜干燥无汗甚至

龟裂、伴有呻吟。排粪减少呈顽固性便秘，排算盘珠或栗子样干便、附有黏液。

3）治疗。宜增加瓣胃蠕动，软化干硬内容物促使其排出。多用液体石蜡、蓖麻油以及浓盐水、葡萄

糖液、安纳加静注。也可在兽医的指导下往瓣胃内注射硫酸镁液，液体石蜡、鱼石脂。

来源：中国农业信息网

畜舍、圈窝积蓄下来的部分牛羊粪便进行堆积发酵

后，撒到草场，增强草地营养，提高草地产出能力。

3）以结构调整为着力点，发挥生态畜牧业的比

较优势。调整畜牧业结构，不仅是实现产业化升级

的重大举措，也是发展生态畜牧业的客观要求。抓

好牲畜“种子工程”，提高牲畜品种质量，以已建的

县级藏羊牦牛产业平台为中心，在各示范合作社下

建立种畜基地，加大科技投入力度，进一步增强良

种供应能力，全面提升牲畜生产性能。

4）以推进畜牧业产业化为途径，提高生态畜牧

业的综合效益。推进畜牧业产业化，按照充分利用

资源优势，突出地区特色，符合市场需求，形成生产

规模的原则，因地制宜，注重特色，积极培育主导产

业，构筑产业带、产业群。围绕牦牛、藏羊肉、牛奶、

禽肉、鹿产品、毛绒、青稞、油菜、药材、黄菇等十大

特色优势产业，着力解决“谁来养殖、谁来加工、谁

来流通、谁来服务”的问题，从生产到加工、成品、销

售等环节形成紧密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联结

机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企业 +基地”、“企业 +专

柜”合作共赢，培育自己的“拳头”产品。积极发展优

势特色畜禽生产，构建“一乡一业”、“一村一品”、

“一场一特”的产业带，以品牌溢价为目标，打生态

牌、创高原牌、走特色路，升级品牌质量和消费领

域，提升企业、产品、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5）以科技创新为依托，加大适用科技的推广力

度。把农牧业科技推广工作的重点放在综合配套技

术以及增产增收潜力大、幅射面广的单项重大技术

的推广应用上。大力推广畜禽疫病防治与诊断、畜

禽保健、草地建设综合配套技术、良种畜繁育推广

等技术，实现农牧业发展由低科技含量向高科技含

量转变，大力发展有机畜牧业、良种牛羊繁育、科学

饲养技术，提高畜牧业生产能力和畜产品产量，提

高畜牧业延伸效益。加强畜牧科技人才的培训，提

高全县畜牧业专业队伍整体水平。建立符合市场经

济发展的科技运行机制，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着

力搞好畜牧业服务体系建设，搞好畜牧业产前、产

中、产后全程服务。

6）以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为内在要求，牢固树

立生态文明观念。建设生态文明是国家的发展战

略，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要牢固树立和大

力宣传、弘扬生态文明理念，提高遵循生态文明基

本准则的自觉性，把生态文明的各项要求贯彻到草

原保护建设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谋划和推进草

原生态畜牧业发展，要充分考虑环境资源和生态的

承受力，改变不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观念和做法，

改变重增长轻发展、重生产轻环境、重数量轻质量

的错误观念，切实用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的理念

指导牧区生产。

7）以培育农牧业新型经营主体为产业平台，加

快生产经营方式转型升级。坚持政府引导、农牧民

主体、分类推进、分步实施的原则，不断加大政策扶

持和引导力度，重点培育专业合作社、家庭农牧场、

养殖小区、微型企业“四大”新型经营主体，积极探

索培育种养结合、农牧互补、产加销一体化的新型

经营主体，采取多种形式入股，形成利益共同体，提

高组织化程度和市场议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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