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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浙江湖州将发展湖羊产业作为“畜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举措，本文通过介绍当地湖羊产业发展现

状，分析发展湖羊产业的意义，摆出当前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种质资源保护，促进生态循环养殖，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扶持湖羊科技投入，提供产业发展支撑等产业发展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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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羊是我国特有的白色羔皮羊品种，属国家一

级地方保护畜禽品种，被农业部列入我国国家级畜

禽资源保护的 7个绵羊品种之一，是江南唯一的优

良地方绵羊品种，具有耐粗饲、宜圈养、生长快、繁

殖性能高等特点，已成为浙江省一个特色畜种，更

是湖州畜牧业中一张亮丽的名片。湖州是湖羊的发

源地和主产区，饲养湖羊已有 1 700多年历史。目

前湖州市已建立南浔区练市镇、长兴县吕山乡、吴

兴区东林镇、吴兴区八里店镇等 4个湖羊养殖重点

区域。2016年，湖州市湖羊年出栏 37.6万只，约占

全省 29%，占畜牧业产值的 12%。2010年，吴兴区

被农业部认定为国家级湖羊保护区，2015年“湖州

湖羊”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保护标志。湖州于 2013

年在全省率先启动实施了《湖羊产业振兴三年行动

计划》，将振兴湖羊作为“畜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

举措之一，并于 2014年 10月成立了湖州市农业科

学研究院湖羊研究所，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等

领导对浙江省振兴湖羊产业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

结合“五水共治”，环境整治，提出了“浙江宜养羊，

应大力发展”的论点，对推动浙江省、湖州市湖羊产

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1 湖州发展湖羊产业的意义

1）湖羊产业是湖州特色农业品牌。湖羊是湖州

畜牧特色，也是湖州畜牧业转型提质的主要抓手，

已被告列入省、市“十三五”畜禽产业发展规划，品

牌影响力大、社会认知度高。湖州老百姓有养羊的

传统习惯，对解决当地农村中老年劳动力就业、农

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稳定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2）湖羊产业是一个可以做大做强的产业。一是

具有消费市场优势。羊肉是高蛋白、胆固醇含量低

的肉类产品，因其饲料品质天然，饲养环节没有抗

生素，肉质鲜美、拥有沪、浙北、苏南一带广泛的消

费市场，深受高端消费者的喜爱；二是具有良好产

业基础。湖州有 26家种羊场，其中省级原种保种场

1个，一级保种场 4个，占到全省 60%以上，国内的

新疆、甘肃、宁夏、贵州、重庆、广西、福建等省份，甚

至吉林都从湖州引进湖羊，湖州供种量占到全省

45%，已达到 8万头以上；民间工商资本介入较多，

规模化程度达到 70%以上。湖羊产业符合“1个品种

做成 1个产业，1个产业做成 1条完整产业链”的特

点。

3）符合种养殖结合的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理念。

湖羊几乎能消化掉高速发展的农业种植业所遗留

下来的所有废弃物，如农田秸秆、蔬菜收割后茎叶、

农产品加工下脚料等。现在湖羊养殖多采用离地平

养模式，排出的粪呈颗粒状，对环境的污染小，好控

制，是农业种植最理想的有机肥料。

2 湖羊产业发展存在问题

1）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还有待深化。

种养区域规划不科学；农牧对接生态循环模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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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够。

2）市场开发不够。湖羊产品精细化、商品化加

工滞后，季节性消费湖羊的传统习惯有待引导和改

变。

3）产业链条不完整。湖羊屠宰、加工及肉羊综

合交易市场没有建立，影响产业效益。

4）科技支撑不足。规模羊场技术人员和技术工

人缺乏，精准饲养水平不高，多采用自然交配（育种

羊场应考虑人工授精技术）

5）机械化水平不高。自动喂料机、饲料搅拌机

械推广不够。

3 对 策

作为湖州市农牧对接、生态循环、农民增收地

方特色优势产业，湖州的湖羊产业做精做强迫在眉

睫，笔者认为应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做强湖州湖羊品牌。发

挥湖羊原种场、一级、二级湖羊种场，种业体系完整

的优势，由业务或者科研部门严格把关选配种计

划，加强湖羊种质资源的保护和提纯复壮，保持湖

州湖羊种质在全国领头羊的地位。对于外销湖羊种

羊要严格把关并实施监督，保护好本地湖羊品牌，

拥有对湖羊的绝对话语权。

2）扶持秸秆饲料收集加工体系建设，促进生

态循环养殖。建议按区域建立稻草、玉米秸秆、芦

笋秸秆等废弃农作物收集贮存点，秸秆利用变废

为宝，通过打包青贮或直接利用，转化成天然优质

湖羊饲料。对加工企业厂房建设、加工设施投资，

政府应出台优惠补助政策，对每消纳 1 t废弃农作

物应给予补偿，并形成长效机制，鼓励种养结合模

式。同时应大力推广羊粪无害化处理技术，为蔬

菜、瓜果等种植业提供优质有机肥，大幅提高湖州

市农副产品品质，并形成种养结合的生态农业循

环标杆模式。

3）扶持建设湖羊屠宰交易市场，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在湖州市南浔练市、长兴吕山、吴兴织里等

湖羊主产区建设湖羊交易市场和屠宰加工厂，原则

上 1个县区应建设 1个屠宰加工点。鼓励湖羊加工

企业发展，开发、创新湖羊特色产品；办好湖羊美食

节，通过电视、视频等形式介绍传播湖羊烹饪技术，

启动、激活消费市场；与湖州休闲旅游、健康养生产

业对接，争取生产全年候供给侧湖羊系列产品，成

为新的卖点和亮点。

4）扶持建设湖羊养殖主体，适度规模发展。湖

羊养殖主体是湖州湖羊产业发展的基础，湖州应在

规范的框架下，加大湖羊保险在重点县区全覆盖。

在湖羊养殖主体今后发展建设及作用发挥上，要求

与现代农业综合园区、粮食功能区等配套规划，以

消化就近农业废弃资源为规模化发展标准，冬春季

可适当由外地购入适量资料资源。

5）扶持湖羊科技投入，提供产业发展支撑。建

议加大对湖羊研究机构和部门的支持力度，鼓励联

合浙江省农科院、浙江大学等省内外高校院所的力

量进行科研攻关，推动湖州市现代湖羊产业体系建

设，提升湖州湖羊全产业链发展，为湖羊产业的发

展提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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