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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青海省民和县甘沟乡畜牧业发展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养殖方式落后、保护生态理念差、投资

少、基础设施差、难以适度规模经营等，并进行了原因分析，同时提出了通过细化和落实政策、精准扶贫、调整产

业结构、实行产业化经营、大力发展电子商务等措施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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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民和县甘沟乡位于青海省民和县南端，

距县城 73 km处，海拔 1 890～2 300 m，有耕地

755.73 hm2，人均 666.67 m2。回、汉、藏、土等多民族

杂居，属民和县贫困乡（镇）之一。发展畜牧业有着

以下优势：一是背靠 1 333.33 hm2的南大山天然草

场；二是有丰富的农作物秸秆及退耕还草；三是耕

地人工种草及自发式的二茬复种和饲草饲料的加

工（青贮、粉碎等）利用。但是，本乡地处偏僻，信息

闭塞，观念守旧，养殖水平低是当下薄弱一环，为

此，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既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又

是首要任务，必须摆在突出的位置。认识、了解、关

注本乡农牧生产结构，发展现状及所存在的问题，

力争达到科学饲养管理、畜牧业生产结构优化、养

殖业增收目的职责重如山，决心立足先行，以当前

畜牧业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为抓手、发展方向为目标

加以综合分析，撰写了如下调研报告，希望能为甘

沟乡畜牧业发展与养殖户的增收起到穿针引线的

作用。

1 畜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经深入一线，走村串户，走访和咨询相结合的

方式认真调研，畜牧业方面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具

体情况如下。

1）传统观念较重，养殖方式落后。传统的饲养

模式和设备与现代畜牧业不协调、不匹配。

2）保护生态理念差。少数养殖户舍饲圈养，且绝

大多数在野外放牧，随意践踏、破坏草原植被，失去

草畜平衡，致使资源保护率、利用率、产出率都不高。

3）投资少，基础设施差。因养殖户缺乏投资金，

自行搭建的圈舍因陋就简，家畜处于夏不遮雨冬不

挡寒的恶劣环境中，何谈饲养管理科学性。

4）难以适度规模经营，更不能形成专业化、产

业化。不管养牛养羊，还是养猪养禽等均存在养殖

规模较小、不上档次、打不出品牌、产品销售难的问

题。2015年经统计羊存栏 8 133只、牛 1 022头、猪

3 132头、禽 15 000 只；省级标准化肉羊养殖场 3

处（存栏 1 132只），百只以上的养羊户仅 4 户（包

括以上 3 处养殖场）；30 头的养猪户 2 户；10～30

头养牛户 8户；50～100只的养鸡户 15户。年出售

肉用畜禽分别为牛 108头、羊 4 522只、猪 4 012

头、鸡 10 007只。产业上没有形成专业化、规模化，

出栏率与商品率偏低，畜牧业占农业收入的比重较

小（23%），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制约畜牧强乡战略的

一大瓶颈，畜牧业效益不尽人意。

6）用于支牧的信贷资金少，而且信贷难，约束

养殖户向畜牧业投资扩大再生产，从而阻碍养殖增

收。

7）农民整体文化素质不高，知识贫困，缺少科

技文化知识，畜牧业生产中科技含量不高，限制了

畜牧业走优质、高产、高效之路。

8）种养结构不合理，难以形成种草养畜，养畜

肥田的合理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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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因分析

1）产业结构调整不到位，传统产品改造步伐偏

慢。

2）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低，造成收益低，畜产

品市场还处于自发发展状态，缺少引导和管理，畜

产品的价格波动大，造成养殖业收入不稳定。

3）畜牧业没有形成区域化布局，不具备专业化

生产、规模化经营的模式，市场适销的产品没有规

律。如，虽然以甘沟乡优势的地理条件及草地资源，

产出的牛羊肉品质较优，但因没有专业化、规模化

生产，产品销售分散，缺少影响和竞争力，收入效果

不佳。

3 增收途径

如何提高畜牧业收入，在原有的基础上更要寻

方法，找路子，学习全省至全国畜牧业发展的形式

及好的经验，为养殖户增收造福。改善甘沟乡百姓

生活条件要靠增收，提高养殖户的收入水平亦要靠

增收。寻找甘沟乡农民增收之路是当今农民的殷切

希望，也是专业人员的天职。解决这一问题一要以

市场为导向，突出地方特色，发挥区域优势，发展特

色产品，发挥引领、带动、示范、辐射作用，并组建相

应的产业链（便民服务点、家畜改良点、饲草料和肉

食品加工点），它既体现畜牧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又

是增加收入的加速器；二要因势利导，多方位、多途

径争取资源，自筹资金及资金回笼，夯实基础；三要

形成科学配套化的模式来推动畜牧业发展，使甘沟

乡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畜牧业强乡。

3.1 现有优势

1）自然环境独特，昼夜温差大，发展节粮型的草

食动物（牛、羊）其肉质好、品质优。

2）有着发展畜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面

积广阔的南大山天然草场和丰富的玉米秸秆（1 000

hm2），农作物秸秆产量 1 123.675 t，可载畜 9 399

羊单位；退耕还林（草）420 hm2；农田耕作 213.33

hm2紫花苜蓿；农民自发式的二茬复种（66.67 hm2）。

3）实施草原生态补奖机制，退牧还草，草原生

态畜牧业建设加强，禁牧舍饲圈养，繁活率、出栏率

提高。

4）乡领导班子对本乡畜牧业的发展思路清晰

和畜牧强乡的奋斗目标明确。

3.2 畜牧业增收措施

1）细化和落实政策，精准扶贫促进增收。力争

做到精准扶贫，精准到户，精准到人，有针对性地解

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首先从基础设施开

始，近几年多方争取家庭牧场建设项目并建成 126

户（2013年 17户，2014年 37户，2015年 72户），为

部分养殖户创造了良好的养殖设施条件，提质增效

得到了项目户的好评。在党的惠农政策下，

2016-2020 年发展家庭牧场项目建设 500 户（100

户 /年）及协同相关部门，争取“三农惠民”贷款，扶

持 650家（130户 / 年）养殖贫困户；约定以上家庭

牧场项目建设和贷款扶持的 1 150户，年自筹资金

5 000～8 000元及发展基础母羊 30只、种优质牧

草 1 200 m2、收入 1万元的信守协议，限时打赢扶

贫促增收的攻坚战。

2）依靠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增收。大力发展适销

对路的畜产品（无公害产品、绿色食品、名优特产

品），在坚持节粮型牛羊养殖的前提下，发展土鸡、

肉鸽、家兔、肉驴等效益高、见效快的养殖业，值得

一提的是一只鲜活的土鸡、野鸡市场价 100～130

元，成本低，见效快，效益高，若大规模化养殖，成本

还低，利润更高。实施农畜联动、草畜结合工程，调

整土地结构，借此，可有计划地在原有基础上加大

或发展玉米种植（2015 年甘沟乡玉米种植 1 000

hm2）及耕地种草面积，以补偿方式鼓励并大力开发

草产业，支持耕地种植多年生、一年生优质牧草和

二茬复种，采用多种饲料加工方法进行加工利用

（青贮、粉碎等），提高料肉比，着重解决冬春饲草料

缺乏问题，提倡并要求技术管理到位。

3）依靠产业化经营助推增收。一是乡政府、兽

医站为浇灌发展与增收的活水，利用各种渠道引进

和引导优势畜牧业项目，积极发展畜牧业合作组

织，使其充分发挥协调和服务作用，鼓励发展各种

养殖专业户建立养殖科技示范点、畜产品基地，形

成区域化、产业化、规模化生产，大力扶持畜产品加

工业、保鲜业、肉食品深加工等主导产业链，鼓励本

地创业。二是招商引资进行订单式的生产与合作，

引进异地企业，以“企业 +农户 +销售”的模式，这

样，既维护二者的利益，又提升产业信誉。企业和养

殖户在订单下从事生产经营，企业在引种、技术方

面为养殖户提供服务，养殖户按企业要求标准生产

优质畜产品，为企业提供优质原料，实现利益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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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收创造优越条件。这点，在省内或省外部分地

区企业和养殖户联合的做法很成功，并形成样板，

给农户与当地带来了客观收入。据资料考证：近几

年，山东省烟台龙大公司按“企业 +农户 +销售”模

式，以订单的形式，与当地农民签订无公害猪肉收

购合同，公司派专人给予技术指导，和产前、产中、

产后服务，养殖户按公司的要求提供合格畜产品，

公司以合同价格回收，获得彼此双赢。

4）依靠科技富民，提高农民自身素质，实现增

收。增收要扶智。培养人才，增强自身造血能力是增

收的根本举措。积极引进新的科技，推广先进科学

的饲养管理、养殖方式，为强牧兴牧提供科学理论

支撑，加大科技含量。第一，调整结构打基础，农田

除种植玉米、优质牧草外，草田轮作、草田套作、弃

耕地种草，提高土地利用率、产出率；第二，以改良

工程为着手，应用科技成果，引进良种及改良，普及

良种选育，发展良种养殖，建成良种基地，以改良的

优势降低饲养成本，创其特色促增收兼发展。

5）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助推畜牧事业上台阶。

进一步完善信息渠道，加大无偿提供信息力度，及

时提供“三农惠民”扶持贷款政策信息及帮助解决

畜产品销售困难等相关问题。要求乡政府、兽医站

可组织专人负责信息通道，通过广播、各村黑板报

等多样形式发布农业科技信息；在党的政策扶持

下，推广新的畜牧业科技，培训更多的科技人员及

养殖户，掌握并提升应用先进技术及科技成果的能

力，把本乡的“人力资源”转变成人力资本，把有限

的资金回笼到发展上来，让科学技术践行到养殖业

的效益上。按甘沟乡畜牧业现实，借力崛起党和国

家发展畜牧业的东风，打牢基础，更高质量、更高效

益、更可持续地发展，为实现甘沟乡畜牧业生产新

跨越而努力奋斗。

摘要 动物检疫工作是有效防止动物疫情传播的重要手段和关键环节。动物检疫监督工作中存在检疫申报

率低、检疫队伍素质不高、产地检验执法主体地位较低、检疫和执法监督工作不规范等问题，要做好宣传，提高报

检率；全面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强化监督工作，认真执法；提高动物检疫监督的力度；合理设置检疫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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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健康生活的追

求，人们对食品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近年来，我国

疫病多发，再加上抗生素和各种违规添加剂的滥

用，以及在运输、屠宰和加工过程中不规范的操作，

导致食品安全与卫生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因此动物

检疫工作也越来越重要[1]。

1 动物检疫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检疫申报率低。在动物的出栏运输过程中，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需要进行报检，但是由于相关

部门对产地检疫的认识程度不够，将动物检疫的作

用仅视为收费交钱，并有抵触情绪[2]。这给动物检疫

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2）检疫队伍素质不高。经过调研发现，由于动

物检疫工作强度大、生活作息不规律、待遇低等问

题，导致年轻人不愿意加入到动物检疫队伍中去，

从而导致部分地区存在检疫队伍整体年龄偏大、文

化程度较低和综合业务能力不高的问题，甚至造成

了人才的断层，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从一定程

度上阻碍了动物检疫工作水平的提高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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