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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阜蒙县草原面积大，但沙化、退化严重，直接影响到了生态安全。为从根本上治理沙化、退化草原，改

善草原生态环境，阜蒙县政府提出“绿色立县”战略，坚持草牧结合、综合治理的方针，进一步加大了草原生态建

设力度，探索出了一条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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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以下简称阜蒙县）地处辽

宁省西北部，是半农半牧县。全县总人口 74万，土

地总面积 62.47万 hm2，其中草原 15.6万 hm2。丰富

的草地资源，不仅直接影响着阜蒙县的生态环境，

也促进了畜牧业的快速发展。

然而，由于超载过牧、非法开荒、过度开采等多

种原因，草原沙化、退化严重。沙化、退化草原面积

的不断扩大，破坏了生态环境，成为全县长期干旱

多风沙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已经影响到了整个辽

中平原的生态环境安全。

为从根本上治理沙化、退化草原，改善草原生

态环境，促进全县生态、经济和谐发展，进入“十五”

以来，阜蒙县提出“绿色立县”战略，坚持草牧结合、

综合治理的方针，进一步加大了草原生态建设力

度，探索出了一条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

化的路子。

阜蒙县政府专门成立了由县长任组长、主管副

县长任副组长的草原保护领导小组，全力开展草原

生态保护工作。针对草原生态被严重破坏的现实，

县政府找原因、想办法，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以治理

沙化、退化草场为重点，先后争取并实施了天然草

原植被恢复和建设、草原无鼠害示范区、草原沙化

治理工程等多个国家级、省级大型草原生态保护建设

项目。10年间，仅工程围栏围封草场就近 6.67万 hm2。

在围栏封育的同时，还采取天然草原补播改良方式

来提高草原植被盖率和改良牧草品种。经治理后，

围栏区草原平均植被盖率提高了近 70个百分点，

有效扼制了草原沙化、退化势头。草原生态保护建

设工作初见成效。

自治县围绕建设“全国畜牧强县”目标，全力推

进舍饲圈养，转变原有的畜牧业生产模式，积极推

进畜牧业生产方式由单户饲养向小区转变、放牧向

舍饲转变、传统经营向现代化经营转变。在畜牧业

快速发展的同时，减少了草原的载畜量，促进了生

态保护。目前，全县畜牧业规模化、标准化、科学化

水平明显提高。

经过全县上下的共同努力，草原“三化”状况初步

得到了改善，近百万亩“三化”草场绿意萌动，重现生

机。但与阜蒙县 15.6万 hm2草原相比，这只是刚刚起

步，生态环境脆弱的局面尚未从根本上得以改善。

2012年阜蒙县被列为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

县。借助国家实施草原生态奖补的大好时机，县政

府果断出台封山禁牧政策，实行草原全部禁牧。一

方面对草原进行确权发证，全县共确权草原面积

14.67万 hm2，并将确权后的草原承包给农牧民。目

前，全县发包草场面积 217万 hm2。农牧民对草原内

的牧草有计划地刈割饲喂，不仅保护了草场、解决

了饲料，同时还使草场管护的难题迎刃而解。另一

方面，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宣传，通过会议

和广播、报刊宣传等方式，使国家的这一惠民政策

家喻户晓，让每一个农牧民都知道，国家的这一政

策，既保护了生态环境，也推动了畜牧业生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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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百姓的生活。

到目前为止，全县的农牧民已经习惯了牲畜的

舍饲管理，草原已全部得到了禁牧。

2016年国家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

策启动，进一步改善草原生态环境，增加牧民收入

水平，实现了草原生态与经济和谐发展。

摘要 几年来，十堰市通过实施“百万商品山羊工程”，促进了辖区山羊产业快速发展，笔者在调查分析产业

现状、问题的同时，提出了推动产业发展的具体建议：扩大种源，挖掘潜力；发展草业，夯实基础；培植品牌，壮大

特色；修订政策，驱动发展；健全体系，优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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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市为推动山羊产业发展，2009年组织开展

实施“百万商品山羊工程”，2013年山羊出栏量突破

100万只，2016年达到 112.48万只，产值 14.3亿元。

虽然通过实施该工程，山羊产业得到迅速发展，但

是目前产业发展仍然存在种源体系建设滞后、草畜

矛盾比较突出、特色养殖发展缓慢等问题亟待解

决，本文在调查现状、分析问题的基础上，结合生产

实际，提出了具体对策，希冀进一步推动本辖区山

羊产业稳定、可持续发展。

1 山羊产业现状及特点

1）规模养殖翻一番。2016年，全市山羊规模养

殖场（年出栏≥100只）达到 2 819个，较 2011年增

加 1 861个，增幅高达 194.26%；出栏量 46.8万只，

较 2011年增加 28.7万只，增幅 158.56%；占当年山

羊出栏总量的 41.61%，较 2011年提高了 21.51%。

2）出栏总量破纪录。2013年十堰市市山羊饲

养量 207.38 万只，出栏量突破历史记录，达到

100.19 万只。2016年饲养量、出栏量为 220.5万只

和 112.48万只，与 2008年相比，其饲养量、出栏量

增幅分别达到 77.22%、84.33%。

3）羊肉产量高增长。2016年，十堰山羊羊肉产

量为 16 854 t，比 2008 年增加 7 701 t，总增幅

84.14%，年平均增长 10.52%。

4）羊业产值稳攀升。多年来，全市山羊产业产

值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16年，全市山羊产业总产

值为 14.3亿元，较 2008年增加 65 418万元，总增

幅 84.33%，平均增长速度为 10.54%。

5）政策扶持有力度。2009年，十堰市政府开始

实施“百万商品山羊工程”，十堰市及辖区 6个县市

区均成立了山羊产业办公室，且管理机构延伸到乡

镇。2010年，“十堰市马头山羊研究所”成立。同时，

市、县均设立了山羊产业财政扶持专项资金，对养

羊大户和规模养羊场，实行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等

奖励政策，有力推进了全市山羊产业规模化、标准

化发展进程。

2 存在的问题

1）草畜矛盾比较突出。本市规模羊场数量大、规

模小，究其根本原因，就是饲料、饲草严重匮乏。而导

致草畜矛盾突出的主要原因在于草场广、利用率低，

耕地少、粮草争地，粮食俏、人畜争粮，秸秆丰、加工

薄弱，饲草饲料产业体系不完善、不发达，已成为当

前制约本地山羊产业稳定发展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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