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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养殖业面临人才匮乏困境

张 亮 李艳洁

  央视对部分肉鸡养殖户违规用药的曝光,给整

个肉鸡产业带来了巨大的震荡调整。近年来畜牧产

品安全问题的屡次发生,与养殖户技术水平有限和

畜牧专业人才的缺乏有很大关系。目前我国有各级

兽医行政、执法、技术支撑等单位兽医工作人员约

26.5万人,有64.5万名村级防疫员承担着一线防

疫任务,尚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兽医服务提出

的基本要求。兽医工作环境的相对艰苦、薪酬和社

会地位的限制、一线养殖经验的缺乏,都制约着我国

畜牧兽医人才队伍的建设。

1 专业技术水平低

在兽药和兽医行业从业多年的张远(化名)告诉

笔者,从业这么多年,即使是赚到钱的养殖户有些也

不怎么懂养殖的专业知识。“他们只是不把鸡养死,
赚钱就行了。”

“现在兽药厂和饲料厂都在谈服务营销,但是刚

从学校毕业的技术员没有在养殖第一线的从业经

历。”山东寿光鸡宝宝肉鸡养殖专业合作社经理赵德

峰说,他认为,养殖户缺乏专业知识和培训是我国农

牧业落后的原因。曾培养过几十名技术员的张远也

表示:“刚毕业的技术员用药导致畜禽药物中毒的事

件时有发生。技术和管理方面的经营风险是对养殖

户最大的威胁。”张远认为这是养殖户流动性大的原

因,“有些人赔钱后就不再养了。”
如今,一些社会办学机构为畜牧行业开了一扇

门,然而却难以招到足够的学生。河南郑州百牧王

专修学校是一所经教育局批准的专业培训畜牧兽

医、宠物美容师和执业兽医师人才的培训教学机构。
该校一位负责招生的老师告诉笔者,由于畜牧业的

发展区域都比较偏远,想吸引高校毕业生从事这个

行业很难。
“来学校参加培训的一般有两类人,一类是在外

打工时间长了,想回到家乡安稳过日子发展点养殖

业的中年人;另一类就是农村比较善于学习的中老

年人。这两类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学历层次比较低,
专业知识极为匮乏,指望他们去考执业兽医师是不

大可能了。最多也就是给他们培训一些疫病防控知

识以及用药知识。”该老师介绍说。

2 专业人才缺乏

由于收入相对较低且工作环境艰苦,愿意从事

兽医、技术员这种基层技术工作的毕业生也在减少。
高校培养出来的兽医专业毕业生大多选择转行,真
正从事兽医行业的毕业生不足10%。

赵强(化名)曾是中国农业大学2004级的一名

兽医专业学生。中国农业大学作为兽医专业里最好

的大学,这一年吸引了120多名学生报考兽医专业,
然而通过5a多漫长的学习,毕业后真正从事兽医

相关工作的不到10人。赵强现在是西安市灞桥区

的一名公务员,已经完全脱离了兽医专业。
“现在刚毕业也就只能赚1000多元。”赵德峰

的妻子韩月花表示。他们夫妻俩毕业于莱阳农学

院,一直研究种鸡,后来改行做了养殖。“而一旦做

了驻场的技术员,每一批次鸡从进苗到出栏的40多

d时间里,需要技术员天天照看,是不能离开养鸡场

的。”韩月花称,由于养鸡场多在郊区或是村子边缘,
比较封闭,缺乏娱乐活动且与外界联系较难,新毕业

的学生大多不愿意从事这一行。即使是当年和她同

窗的同学,也多数走了仕途或者搞教学研究、办企

业,真正一直在一线从事养殖工作的很少。
张远介绍,他们班共有40名同学,毕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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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0多人都去了宠物医院,还有一部分选择了继续

求学深造,真正去兽药厂做技术员的寥寥无几。“刚
毕业的学生,每月底薪只有800~1000元,卖药提

成一般是5%,但是经验其实比理论重要,新技术员

的卖药提成一般就几百元。”因为不堪忍受低微的薪

水和不体面的工作环境,很多人在从业1a、最多3a
后就会转行。

“也有赚到钱的,做了3a技术员后就成了业务

员,然后升到销售经理、地区经理。但这毕竟是少

数。”张远推测只有那些在采用“公司+农户”模式的

企业里做驻场技术员的才有可能,因为规模大了用

药量才可能大。
如今张远已经放弃了这一行,他的打算是出国

做点生意。
另据笔者了解,各级畜牧兽医单位不同程度地

存在缺编缺岗情况,越是边远地区越严重。不少基

层兽医站没有经费来源。畜牧兽医工作人员待遇

差、工作积极性不高。现有畜牧兽医队伍培训不及

时,专业素质和工作质量不高。
据了解,目前我国每年家畜饲养量近20亿头

(只)、家禽近160亿只,水产品年产量3622万t。
但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有各级兽医行政、执
法、技术支撑等单位兽医工作人员约26.5万人,承
担着政府兽医服务职能;有64.5万名村级防疫员,
协助承担着一线防疫任务。虽然数量达到了一定规

模,但从人员素质看,尚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

兽医服务提出的基本要求。
“不过我的同学中也有一部分来自于养殖业家

庭,一些同学读完大学之后,直接回去利用所学的知

识在当地搞起了规模更大、养殖方式更专业的养殖

产业。这一部分学生或许能为改变传统的养殖方式

带来更多的科学示范效应。”赵强称。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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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企业酝酿涨价 水产类首当其冲

高志刚

我国最大的水产饲料生产和销售公司广东海大集团董事长薛华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鱼

粉价格太高,对鱼粉依赖性比较强的产品将考虑近期启动涨价步伐。此外,主营水产饲料的其他多家公

司也有表态,如果鱼粉价格持续高位,他们的水产饲料价格也会上调。
近1a来,进口鱼粉价格涨幅巨大,以秘鲁普通级别(65%)进口鱼粉为例,2月下旬国内各港口报价

12000~12500元/t,而2012年同期仅为7800~8000元/t,涨幅60%左右。由于水产饲料对鱼粉存

在刚性需求,所以国内多数水产饲料企业陆续开始上调价格也就顺理成章,而且在一季度调价也符合年

初涨价的规律。
实际上,不仅是水产饲料,畜禽饲料价格也一直保持上涨趋势。育肥猪配合饲料、肉鸡配合饲料和

蛋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分别为3.27、3.36和3.08元/kg,同比分别上涨7.9%、7.0%和6.9%,均处于

历史高位。饲料价格居高不下,主要原因是原料成本压力不减。从饲料原料价格来看,玉米、豆粕等价

格仍处在相对高位。约占饲料成本25%的玉米,其价格达到2362元/t,接近历史高点;豆粕价格高达

4158.12元/t,相当于2012年9月份高点4583元/t的91%;菜粕、棉粕等价格也是如此。虽然蛋氨

酸、赖氨酸等价格较2012年同期下跌不少,但因用量少而影响不大。
总体来说,鱼粉价格飙升,加之豆粕、棉粕、菜粕等价格也同比偏高,2013年一季度饲料价格上升已

成定局。
来源:河南日报农村版

·67· 行业快讯 养殖与饲料201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