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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 2014年大通县畜牧业生产情况和采取的主要措施，并分析了现阶段发展现代畜牧业存在的

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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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大通县紧紧围绕“把大通建成西宁市重

要的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的发展定位，以农

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推

进现代畜牧业持续快速发展。现将大通县现代畜牧

业发展现状及措施简述如下，供同行参考。

1 2014年大通县畜牧业生产情况

2014年，大通县坚持把畜牧业发展作为“一把

手”工程来抓，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措施，大力

调整产业结构，加大投入力度，使全县畜牧业各项

工作稳步推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1 畜牧业生产能力不断增强

2014 年，全县各类畜禽存栏 80.18 万头（只），

年出栏牛羊 31.13万头（只），生产肉类 3.09万 t，牛

奶 4.81万 t，蛋 0.29万 t，比 2013年分别增长 8.4%、

2.7%和 16.0%。全县畜牧业总产值 15.1亿元，增长

13%，农民畜牧业人均纯收入达到 4 494元，占农民

人均纯收入的 41.7%，畜牧业成为全县社会经济发

展最具活力的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1.2 饲草产业不断扩大

全县种植优质饲草 1 万 hm2，比 2013 年增加

0.3 万 hm2，增长率为 15.4%。主要种植燕麦、小黑

麦、箭舌豌豆、苜蓿等品种。

1.3 规模养殖快速发展

在草畜联动的有力推动下，畜禽规模养殖快速

发展，全县共建成规模养殖小区（场）75家。全县畜

牧业实现由粗放的分散经营向集约化规模经营转

变，全县畜禽规模化程度 40%以上，从根本上改变

了传统的牲畜养殖模式。

2 采取的主要措施

2.1 加强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按照“政府保密度，业务部门保质量”的动物防

疫工作要求，县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安排部署，

组织县、乡、村三级动物防疫人员，采取县包乡、乡

包片、村包户，集中防疫和定期补针等有效办法，全

面开展动物疫病的防控工作。自 2007年以来，动物

防疫工作实施春、夏、秋 3次防疫，全年累计注射各

类疫苗 373.38万头（只）次，防疫密度达到 100%；圈

舍消毒 841.5万 m2。对 75个规模养殖场建立了养

殖投入品、防疫、消毒和畜禽动态管理档案，确保了

防疫质量，连续几年未发生重大动物疫情。

2.2 抓好养殖小区（场）建设

进一步完善优惠政策，强化科技服务，整合各

类项目资金，激活民间资本，认真部署，统筹安排，

科学规划，加强养殖场建设和养殖场（小区）后续管

理工作，重点完善规范化配套建设、管理、技术服

务，指导已生产的养殖场进行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

创建，积极申报标准化示范场等项目。2014年大通

县新建 5处养殖基地，建成各类养殖基地 75个，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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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省级认定的标准化畜禽规模养殖场（小区）66个，

通过国家标准化畜禽规模养殖场认定的 3个。发展

国家级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 1处，畜牧业专业合作

社 176处占 42.9%，畜禽养殖为主的家庭牧场有 42

家；同时培育成立青海省首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青草源现代农牧业发展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实现了农牧民专业合作社“跳跃式”发展。

2.3 大力发展草食畜牧业

大通县实行草原生态补偿机制，合理利用现有

的 16.67万 hm2天然草场资源，积极鼓励农民种草

养畜。2014年，在青林、多林等 17个乡（镇）61个村

和 28个饲草专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完成饲草种

植面积 1 万 hm2，集中连片种植面积达到 0.7 万

hm2。形成了企业带农户发展饲草种植的格局，不仅

提高了群众种草养畜的积极性，也为大通县畜牧业

发展增添了动力。同时，2014年投入资金 434.82万

元，落实饲草收割、打捆、包裹、动力牵引等农机具

75台（套），截至目前全县购置饲草料种植、加工机

械设备 124台（套）。

2.4 加大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

一是加强养殖场的监管。专业技术人员对规模

养殖场进行技术承包，签定《大通县农产品质量安

全承诺书》，进行不定期监督检查，加大了对规模养

殖场的监管工作。二是强化动物检疫监督工作。全

面落实了动物产地检疫报检制度，使全县屠宰检疫

率达到 100%，产地检疫率达到 85%以上。同时，开

展瘦肉精专项整治和生鲜乳安全专项执法检查、兽

药饲料监管和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打击非法经营

活动，确保畜产品的安全。

2.5 加大奶站的监管力度

一是加强诚信建设，实行了生鲜乳质量安全承

诺制度，签订《生鲜乳质量安全承诺书》13份。二是

加强监督检查，对全县生鲜乳收购站从开办主体、

许可证、制度、记录等 26项内容，运输车从准运证、

罐体、人员健康证等 5个方面进行全面监管。三是

配合农业部和省兽药饲料监察所完成生鲜乳质量

安全抽样检测工作，全年共抽样 5次 90批次 270

份样品送检，未发现有添加三聚氰胺、碱类物质、皮

革水解蛋白等违禁物质的现象。四是开展奶牛“出

户入园”和机械化挤奶模式。在石山、良教探索“出

户入园”饲养模式，购置手推式机械化挤奶器，建立

流动式挤奶点 4 处，实行农户分散饲养、机械化挤

奶模式，初步探索出农户奶牛分散养殖、机械化挤

奶站集中挤奶，统一交售的运行模式。五是加强清

理整顿，根据主体、记录、收购与销售等运行状况依

法关停生鲜乳收购站 9家，规范了生鲜乳收购秩

序，确保了奶业安全发展。

3 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全县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变，规模

化养殖逐步得到快速发展，但畜牧业发展仍然存在

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方面，滥用或非法使用兽药及违禁药品，使畜

产品中兽药残留超标等现象仍然存在。二是新建的

养殖场（小区）建设用地土地无法解决。大通县规模

养殖场建设用地审批难度加大，已成为困扰大通县

畜牧业发展的瓶颈。三是资金投入不足，在规模养

殖小区建设方面投入的资金金额仍然不足，造成规

模化、产业化程度低。

4 主要对策

4.1 加强规模化建设力度

一是要把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作为引领畜

牧业发展的主抓手，年内新建省级规模化养殖场

（小区）5个，累计达到 80个，畜禽养殖规模化比例

达到 45%以上，推行以“六化”标准为基本内容的养

殖场（小区）的标准化改造，提升畜禽养殖的标准化

水平，推进全县畜禽饲养方式转变。年内创建国家

级标准化示范场 2个。二是加大资金争取力度。争

取国家标准化养殖场和省级规模化养殖场建设等

项目，切实解决设施畜牧业建设资金短缺这一瓶颈

问题，对现有的养殖场进行提升改造，做大做强，发

挥经济效益。三是加大招商引资。全面落实各项招

商引资优惠政策，优化投资环境，引进青海好朋友

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和青海省西宁汇丰农业投资建

设开发有限公司，计划在长宁、景阳 2乡镇建立千

头奶牛养殖场 2处，改变大通县无大型奶牛场的历

史。

4.2 开展草畜联动，确保饲草种植力度

一是饲草料种植方面，充分发挥省市饲草种植

项目资金，在大通县的青林乡、宝库乡等 20个乡

镇、72个饲草种植大户、饲草种植专业合作社和 2

个国营牧场种植饲草 1万 hm2，实行草畜联动、种养

结合，畅通饲草销售渠道，做到订单生产，稳定产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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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叶是兔子的好饲料

秋季利用树叶喂兔是解决饲料供应不足的重要方法。现将常用的几种树叶介绍如下，供养兔农户

参考。

1）刺槐叶。它属豆科，营养丰富，可鲜喂，也可干喂，还可晒过后做叶粉喂。刺槐叶富含蛋白质和

钙，是家兔的上等饲料，在秋季应采集并加以利用。

2）松针。松针资源丰富，收集容易，营养全面，质优价廉，缺点是味涩，适口性差。喂兔时仔兔即可

让其随母兔采食，每次 10～20 g，现采现喂，限夜间饲喂，若粉碎后拌入其他饲料中以占 5%为好。

3）柏叶。用柏叶做家兔的饲料添加剂，具有耗料少、费用低、发病少、增重快等优点。每日每兔加柏

叶粉 5～8 g，可使幼兔增重 12.3%～19.2%，青年兔增重提高 20.5%～30.0%。

4）苹果树叶及其枝条。苹果树叶喂家兔效果好，可整叶饲喂，也可粉碎饲喂。家兔也喜欢吃苹果树

枝条，饲喂时可将枝条折成小段放入笼子里，兔子有剥啃树皮的本领，每根枝条的皮都能啃得很干净。

因此，苹果树每年剪下来的枝条都可以用来喂家兔。

5）桑叶及其枝条。喂法与苹果树叶及枝条相同。桑叶茎是经蚕吃剩下的部分，其营养价值仍然很

高，可做家兔的饲料来喂。若数量多可阴干储藏起来做冬季的饲料来用，亦可粉碎，经霜冻的桑叶不仅

可做饲料，还可做药用。饲喂桑叶时可整叶喂，也可晒干后粉碎拌于混合饲料中饲喂。

6）紫穗槐叶。采集晾干后加工成叶粉，含蛋白质 20%左右、蛋氨酸 0.2%、苏氨酸 0.79%，营养价值高

于苜蓿粉，且易于采集，价格便宜，可用于喂兔。

来源：现代农业科技网

关系，解决饲草料卖难和买难的严重问题。二是提

高饲草种植机械化水平。通过农机具补贴，鼓励种

草企业和大户购置农机具，提高机械化种植、加工

水平，狠抓饲草转化利用力度。三是实施好祁连山

生态保护和建设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加快发展肉

牛、肉羊产业，积极发展奶牛产业。

4.3 加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将动物防疫工作继续纳入年度考核，县人民政

府与各乡、镇签定动物防疫目标责任书，大力抓好

高致病性禽流感、猪高致病性蓝耳病、猪瘟、鸡新城

疫等重大动物疫病的强制免疫工作，保证兽用生物

制品等动物防控物资储存安全和及时供应，加强村

级动物防疫员培训，提高防疫质量，加强动物和动

物产品检疫工作，防止重大动物疫情传入传出，加

强疫情监测，密切注视疫情动态，及时发出疫情预

警。认真开展动物防疫监督工作，查找动物防疫漏

洞，完善动物防疫条件，消除疫情发生隐患。

4.4 抓好畜产品质量安全

以畜牧业投入品专项整治为手段，以检疫法规

进场入户为契机，确保畜牧业生产安全和人民群众

吃上“放心肉”。实行检疫员守岗负责制和经营业主

承诺制，全面增强贯彻执行产地检疫、运输检疫、市

场检疫、屠宰检疫的自觉性，突出整治兽医、饲料和

饲料添加剂、兽用生物制品等，保证畜牧业投入品

安全，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年内保证兽药、饲料抽

检率达到 100%，违禁药品检出率为 0。整治畜牧业

环境污染问题，提高畜禽排泄物的综合利用能力，

积极发展生态畜牧业，力争全县无畜产品质量案件

的发生。

4.5 探索奶牛“出户入园”模式

针对 2014 年奶牛散养户生鲜乳销售难问题，

大通县在奶牛饲养比较集中的石山、塔尔、良教利

用现有奶牛养殖合作社开展奶牛“出户入园”饲养

模式，建立福惠、海山和海园 3处“出户入园”托牛

场，签定意向协议奶农 30 户奶牛 50 头，引导分散

养殖奶牛“出户入园”，集中养殖。新建标准化奶牛

养殖场 1处，购置手推式机械化挤奶器 41台（套），

在良教、塔尔和极乐等 3个乡镇 6村建立流动式挤

奶点 26处，进行分散饲养、集中机械化挤奶，加强

与乳品企业沟通，增加销售渠道，提高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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