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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尚未受到严重污染，是发展有机畜牧业的良好

时机，因此必须抓住机会大力宣传有机农业，提高

全社会的健康意识、安全意识，转变畜牧业生产发

展观念，促进传统畜牧业尽快向有机畜牧业转化。

3.4 加强管理，提高技术支持力

宜昌市当前畜牧业产业支撑服务能力薄弱，推

广管理机制建设滞后，科技服务相对不足也是制约

有机畜牧业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一方面要加强技

术队伍建设，重点研究生物防治、土壤改良、良种繁

育、无害化处理等关键技术，开展生态循环种养模

式攻关，提高技术服务的水平；严格加强生产、加

工、销售等环节的监督管理，保证产品质量。另一方

面要加强有机畜牧业专业合作社组织建设，将政

府、企业和农户联系在一起，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

担的运行机制，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生产、加工和

销售，形成完善的质量监控管理体系。

近年来祁连县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引

导和扶持下，牧区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大的进展，生

态畜牧业建设取得较大成就，牧民生活生产条件有

了大的改善，但是生态畜牧业总的发展水平仍然很

低，牲畜良种体系建设滞后。其突出制约主要因素

有：牲畜良种化科技推广力度不够；生态环境依然

脆弱，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

制；畜牧业经济发展缓慢，仍未彻底转变传统畜牧

业生产方式，基础设施简陋；受地理环境所限，饲草

料来源紧缺，“舍饲、半舍饲”发展受限；畜牧业生产

水平低，牲畜产品以活畜、生皮、原毛等初级产品为

主，附加值不高；畜牧业生产中长期存在“夏壮 -秋

肥 -冬瘦 -春乏”的恶性循环。

1 制约畜牧业经济与生态保护和谐

发展的因素

一是牧区和农区生产“互补”机制有待完善。祁

连县农业乡镇交通便利，饲草料供应较为方便，农

民历来有牲畜育肥传统，舍饲育肥经验丰富，在牧

区减少牲畜数量和生产方式转变背景下，农区可大

力推广舍饲育肥技术，实现“牧繁农育”，实现农牧

区生产衔接，实现资源、利益互补，解决农民收入偏

低的问题，将成为实现祁连县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

有效途径。

二是“以草定畜”难以落实。从 20世纪七八十

年代提倡“以草定畜”，这是科学理念，但是长期以

来靠数量型增长的牧区难以实现，加上不同的地理

气候环境、草场类型和生态特征，难以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以草定畜”，导致畜群结构、产业结构难以

调整，成为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障碍。

三是推广和普及先进实用技术。多年来，畜牧

科研单位在草地资源特征、饲草料加工利用、家畜

牧养技术等方面有丰富的积累，但是适应祁连县畜

牧业生产实际的集成、组装技术模式尚未形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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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术推广工作缺乏一个整体规划和强有力的技

术支撑。

四是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滞后。当前基层科技服

务体系建设滞后，基础设施、仪器设备均难以满足

技术推广服务需要，尤其是技术服务人才队伍不稳

定，学习、培训机会少，专业技术水平不高，基础理

论知识欠缺，造成服务质量难以提高。

五是示范基地建设需进一步加强。种牛繁育场

和藏羊种羊繁育场作为本县牛羊良种化建设技术

示范平台，应积极示范推广生态养殖技术，率先实

现生产方式的转变，示范带动全县生态畜牧业建设

发展。

2 生态畜牧业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生态畜牧业发展是推动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

的根本动力，也是提高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最关键

的科技载体。一是生态畜牧业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客观需要。祁连县作为青海省优质“大白毛”生

产基地，畜牧业在全县国民经济占有主导地位，各

类牲畜存栏达 117.8万头（只），其中藏系羊存栏达

100 万只，占总牲畜的 84.5%，占全州藏系羊的

43.3%。二是畜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依靠科技进

步，良种夯实区域生态之基。建立牲畜良种繁育体

系是真正实现打造优势产业，提高畜产品市场竞争

力，提升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的现实途径。三是生

态畜牧业示范区建设必须要以良种作为物质保障

和发展基础，实现“禁牧不禁养、减畜不减收”目标，

畜牧业必须从传统的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3 生态畜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由于祁连县牲畜良种体系建设与发展现代生

态畜牧业的要求相比，牲畜良种体系建设明显滞

后。牲畜品种保护乏力，特色优势发挥不明显。祁连

县良种繁育体系初具规模，运行机制基本形成，但

是核心选育群管理仍然滞后。依法管理水平有待提

高。近年来，省州及相关部门在牲畜品种改良方面

给予了许多支持，但对牲畜品种资源保护与开发、

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的投入，与生态畜牧业发展实际

需要相比仍显不足，缺乏长期的、稳定的投入机制。

4 建 议

牲畜良种化是生态畜牧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和标志，关键在于加大以牲畜改良为主的科技推广

力度，这既是提高畜牧业生产力的关键措施，又是

实现草地生态保护与农牧民增收“双赢”目标的重

要手段。加快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决定着整个畜牧

业的产业效益，是畜牧业实现产业化、标准化和现

代化的基础。依托高原藏羊、高原牦牛选育中心，建

立健全县有选育中心、乡有繁育基地、村有核心群、

社有示范户的优畜繁育体系，力争把祁连县建设成

全省乃至全国白藏羊种源基地和优良大白毛生产

基地。强化农牧业科技推广及服务体系建设。以牧

民科技示范户为补充的农牧业科技推广服务机制，

深入实施农牧业科技入户工程，推广农牧业增产增

效关键技术，对现代生态畜牧业良种工程建设实行

全程综合指导服务。加大培训力度，推广实用新技

术。重点对乡村级技术人员进行疾病防治、舍饲养

畜、科学补饲、合理轮牧、品种选育、牲畜可追溯管

理等多方面、全方位培训，大力提高牧民科学养畜

和经营管理水平。

在大力推进牧区生态畜牧业大好形势下，畜

牧兽医工作人员将一如既往地开展科技服务，不

断深化兽医体制改革，不断充实和稳定基层防疫

队伍，强化村级动物防疫员管理，完善各项管理

考核制度，提高业务素质，积极配合生态畜牧业

示范村建设和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不断调整

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机制，为生态畜牧业建设保

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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