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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肉食结构的改变，对牛肉的需求量急剧增加，有效地拉动了草食动物产

业发展，已成为畜牧业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十堰市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发展养牛业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笔者根据十堰市养牛业的发展现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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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肉食结构

的改变，人们对牛肉营养价值的认可度不断提升。

消费从先前部分群体消费变为全民性消费，从时令

性消费变为周年性消费。对牛肉的需求量急剧增

加，有效地拉动草食动物产业发展，已成为畜牧业

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十堰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调水源头和核心水源区，有丰富的山地资源和自然

环境，发展养牛业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近年

来，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全市的牛养殖水平、养殖

数量和质量出现严重下滑。养牛业存在经济效益

低、出栏率低和养殖户积极性低的现象，使全市养

牛业徘徊不前。因此，养牛业必须突破发展瓶颈，因

地制宜、借力发展、顺势而为，把握机遇、不断创新，

创造有利条件促进十堰市养牛业健康发展。

1 十堰市养牛业发展现状

十堰市位于鄂西北山区，境内有秦岭、巴山、武当

山三大山系，国土广阔，地形复杂，森林占 57.42%，草

地占 7.50%，有丰富草地和动物资源，是全国著名六

大良种之一郧巴黄牛的原产地。据统计全市 2012年

养殖户数量 2 214户，养殖户牛存栏达 46 875头，出

栏 10 104头。2013年养殖户数量 1 910户，牛存栏

达 42 084头，出栏 13 422头。2014年锐减至养殖户

数量 1 730户，存栏数量 12 945头，出栏数量 7 123

头，全市养牛业发展呈严重下滑局面。

2 养牛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养殖积极性不高。受传统养殖的影响，十堰

市养牛业主要集中在山区和半山区，由于山区群众

经济基础薄弱、筹资能力较差和扶持政策少，养殖

方式落后，生产能繁母牛、母牛存量下降，形成了

“火”的市场和“冰”的养殖局面的两重天，农民对养

牛业的积极性不高，拉低了全市的养殖数量和生产

水平。

2）缺乏现代养殖观念和技术。大多数养牛户对

科学养殖综合技术、产业发展规律不了解，运用科

技手段意识薄弱，特别是农作物秸秆等农业废弃物

的综合利用技术没有得到普及和运用，依然是“一

个人一群牛，春夏秋冬一个样”、“夏肥秋壮，冬瘦春

死”的原始生产方式，使饲养管理粗放、组织化程

度、产品质量不稳。

3）养殖周期长。养牛被业界称为畜牧业中的

“重工业”，其生长速度慢、周期长，加上圈舍建设标

准高、投入高、风险大的特点，虽然采用地方品种与

外来品种杂交牛，最快也要 8 个月的犊牛期，远比

养殖其它动物生长周期要长。若没有足够的资金很

难持久发展下去。

4）草地减少，饲草饲料不足。随着南水北调工

程的竣工，原库区消落地的优质草场现已变为永久

湖面。加上库区实行退耕还林，草地面积逐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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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天然草原面积缩小，载畜量下降，饲养量又在

增加。农民不可能在人均只有几分地的山坡地种牧

草，当地农作物种类单一，加上秸秆营养成分差，又

不适宜作为牛的主要食料；加之资金投入和技术、

习惯等因素，农作物秸秆利用率不到 15%。草畜矛

盾日益突出，饲草不足已成为牛产业发展的一大制

肘。

5）品种单一、良种率低。十堰地区养牛业目前

普遍存在品种单一、良种率低。基层畜牧兽医技术

推广基础性投入少，设施陈旧，财政没有相应的配

套工作经费，兽医人员无法正常开展改良工作。良

种覆盖率低，技术推广不配套，对农民的公共服务

能力差。

6）缺乏相应的产业链。目前主要依靠初级商品的

形式直接销售，产品附加值不高，没有形成规模化、精

细化的产业加工链。以城区为例，近 3年来，本地牛食

品在当地市场占有率逐年下降，屠宰量和市场销售量

在 2012年为 12 795头，2013年为 5 549头，2014年

为 5 032头。受当地居民生活习惯的影响，市场鲜

销旺季只有半年，其他月份鲜销量只占年度销售的

15%，当外地牛肉大批量地涌入时，立刻引起市场价

格波动，本地养牛业就失去市场竟争力，养殖户的

利益得不到保障。

3 养牛业发展建议

充分利用库区优势，变自然资源优势为产业优

势、经济优势，把发展以养牛业为主的山地牧业作

为特色农业的重点产业来培植，瞄准养牛业发展的

“软肋”，转变生产方式，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落实以

良种繁育体系为重点的种、料、防、训综合配套技术

推广等关键环节。把养牛业放在资源优势明显、市

场需求持续旺盛的“利好”情形下来考量，养牛业的

发展必将呈现乘势而上、加快发展的局面。

1）发挥天然优势。发展食草畜牧业是十堰市的

优势，十堰市虽没有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但有独特

的气候、广阔山地及丰富消落地天然牧草资源，应

以有肉质好、耐粗放饲养管理、适应性好、抗逆性强

等优良性状的郧巴黄牛作为特色畜牧业。

2）加大饲草和饲料的开发力度。饲草是发展养

牛业的基础，把退耕还草作为突破口，落实种植饲

草饲料地发展计划。在“料”这个环节，提高农作物

秸秆的利用率，加快饲草搭配、调制储备利用和氨

化饲料等综合技术研究，利用综合技术、解决牛饲

草及越冬草料问题，提高牛的出栏率和养殖户的经

济效益。

3）突出发展重点，强化基地建设。加快生产方

式转变，引导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养殖向适度规模转

变，从天然放牧向舍饲半舍饲转变。引导科学先进养

殖技术和优良品种植入千家万户，加快全市养牛业

经营化步伐，推行以“公司 +农户”、“公司 +基地 +

农户”等产业经营模式。

4）瞄准市场需求的商品化、产业化养殖。建立

产品质量卫生保障管理体系和全程质量跟踪追溯

体系，采取先进生产加工技术。当前肉产品加工面

临着产品多元化和功能化的严峻挑战，提高产业发

展层次和集中度，结合十堰实际重点建设“一区两

群”，即肉牛加工物流循环产业专业园区、肉牛产业

核心群形成了龙头带园区、园区带基地的发展格

局。

5）提高科技养殖水平，加快品种改良和技术推

广。进一步发挥生产潜力，推行混合日粮，实行全价

饲养。根据生态环境、选育方向及饲养管理条件，充

分利用品种的生物及遗传特性、生产性能和对生态

条件的适应优势，对能繁母牛的良种补贴细化，转

变生产方式，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落实以良种繁育

体系为重点的种、料、防、训综合配套技术推广等关

键环节，来刺激和提高养殖户的积极性。

4 结 语

1）新时期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发展优质

高效畜牧业，养牛业作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不仅因为牛可以充分消化猪、禽等家畜不能有

效转化的农作物秸秆资源，而且牛肉是现代社会人

们生活所必需的高级食品，市场缺口很大。对提高

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新

农村建设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加强科技创新和培训力度。在良种繁育、品

种改良、饲养管理、饲料饲草调制储备利用、疫病防

控防治及畜产品加工、经营、流通等方面搞好技术

指导和服务，完善畜牧科技有效传输渠道与服务网

络，多形式、多层次、多方位地把科学养牛知识宣传

到户。在育种、饲养管理方面应用生物科学技术，实

行微机管理，构建“全链条、全循环、高质量、高效

益”的发展态势，提高养牛业的生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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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保方面的因素。特别对粪污、病死尸体无

害化要严格按照技术规范进行处理，加大无害化处

理力度。强化防疫和检疫工作，严格控制死亡率，积

极推广标准化生产、无公害生产、循环养殖、健康养

殖、科学养殖技术的新模式。

4）调整产业结构。以加快生产方式转变为突破

口，补齐短板，做强产业链，整合各方力量，引导一

家一户的小规模养殖向适度规模转变，从天然放牧

向舍饲半舍饲转变；提高机械化水平，完善配套服

务体系，实现专业化、集约化的经营管理，建成养殖

专业合作社，增强抗风险能力。

5）制定实施扶持政策和帮扶措施，推进产业快

速发展。结合十堰市实际，出台养牛业发展政策和具

体措施，不断通过多种方式出台发展养牛业的优惠

政策，特别对良种、管理、技术、保险、防疫等方面的

补贴帮扶，调整产业结构，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政策

和具体解决措施，以激发和鼓励农民的养牛积极

性，真正使养牛业得到健康发展。

新常态下泰兴市畜牧生产的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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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常态背景下，泰兴市畜牧生产呈现畜牧总体规模增速平稳或微下降，规模化水平大为提高；畜禽饲

料成本在畜禽养殖中占比下降，但畜禽生产总体成本持续上升；畜牧业逐渐转型为规模化、标准化、设施化、生态

化、信息化产业；畜牧业产业发展更具备理性与韧性，大起大落与无序竞争逐渐减少，产业自愈能力日益增强的新

特点。

关键词 新常态；泰兴市；畜牧生产；新特点

进入新常态背景下，泰兴市通过政府扶持、项

目推动、信贷支持、科技服务、先进技术推广和宣

传，促进畜牧业调结构、转方式，保障畜牧业健康发

展，维护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和社会公共卫生安全，

形成畜牧业集聚发展、安全高效、技术先进的畜牧

现代化新格局，从而使泰兴市畜牧业发展呈现新的

气象，展现了新的趋势和新特点。

1 畜牧总体规模增速平稳或微下降，

规模化水平大为提高

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推进，人们的生产、生

活条件不断提高，以及畜禽养殖效益的波动大，分

散的庭院式养殖逐步向集约化规模养殖转变，小规

模的散户养殖由于受到市场风险、环境条件、劳动

能力等因素的制约，在逐年退出。据 2011年 8月对

全市畜牧业生产情况的调查统计，生猪养殖户数占

总农户的 11.4%。据 2015年 3月份抽样调查，生猪

养殖总户数占总农户的 6.7%，减少的户数多为散养

户。由于散户的加速退出，加之高效设施农业、标准

化养殖项目的支撑及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政策、能繁

母猪保险等优惠政策的落实，有力地刺激了泰兴市

生猪产业的发展，生猪的规模养殖比重逐年增加。

2015年 1季度生猪规模养殖比重达 91.73%，其中

大中型生猪养殖比重为 70.16%，蛋鸡规模养殖比重

99.32%，肉禽规模养殖比重 100%，分别比 2014 年

末增加 0.09%、0.03%、0.02%。山羊规模养殖比重为

44.58%。奶牛规模养殖比重为 100%。从 2003年到

2013年泰兴市生猪年上市保持在 110万头左右，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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