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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联系，加大对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人员的培训，提

高办案技巧和水平，确保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做到程

序合法、行为合法。二是采取委培、公派学习、鼓励

干部职工攻读法律专业研究生等多种方式，提高广

大干部的法律专业知识，全面提高动物卫生监督执

法人员依法执政的能力和行政执法水平。

怒江州畜牧业跨越式发展现状与建议

杨剑云

云南省怒江州畜禽品种改良站，云南泸水 673199

摘要 本文通过总结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30年来畜牧业跨越式发展的基本情况，从畜牧业生产、农民增

收以及畜牧业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等方面，针对怒江州实际情况并结合发展现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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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共怒江州委六届三次全会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提出实现怒江经济社会发展“二次跨

越”的战略。如同 1950年解放到 1957年社会主义

改造完成实现“一次跨越”与全国人民同时进入社

会主义建设一样，只有实现“二次跨越”才能确保怒

江各族人民到 2020年在全国全省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进程中不落伍。怎样才能实现怒江“二次跨越”是

摆在怒江各级各部门面前亟需研究与解决的问题。

怒江州是国土面积中坡度在 15o以上占 96.4%的山

区，全州现有人均耕地仅 0.113 hm2，而人均稳产田

只有 0.033 hm2，77%的耕地坡度在 25o以上。这就

从自然条件上限定了怒江州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

经济，只有在高速发展的农业经济条件下才能实现

怒江经济社会的“二次跨越”。畜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发达的畜牧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

而农业要走出自然环境的限制，实现大突破，走向高

效、优质的现代化，必须大力发展畜牧业，加速推进畜

牧业现代化进程，为实现“二次跨越”培植产业支撑。

1 怒江畜牧业跨越式发展取得的成就

1.1 改革开放前怒江畜牧业由原始畜牧业向传统

畜牧业的转变

1950年以前怒江的畜牧业处在原始的野牧或

游牧的状态。据《景泰云南图经志》（成书于 15世

纪）记载：“有名傈僳者，……，居山林，无室屋，不事

产业，常带药箭弓弩，猎取禽兽，其妇人则掘取草木

之根以给日食……”[1]，后虽经数百年的发展，只有

兰坪、泸水两县的少数地区从原始畜牧业生产向传

统畜牧业生产过渡。1952年牲畜存栏为猪 6.81万

头、大牲畜 3.96万头、山绵羊 4.96 万只，畜牧业产

值约 37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 5%。农村人口人均

存栏猪 0.4头、大牲畜 0.2头、山绵羊 0.3只，人均畜

牧业产值 1.9元[2]。

改革开放前，在极低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和受

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怒江的畜牧业在近 30年时间

虽有较大的发展，但仍处于由原始畜牧业生产向传

统畜牧业生产逐渐转变的过程。1978年全州的牲畜

存栏为 38.89万头、出栏肉畜 87 354头，肉类总产

量为 2 753 t。畜牧业产值 674万元，畜牧业经济收

入 98万元，出售畜产品现金收入 49.5万元，仅占农

业总产值的 17.7%、农村经济收入的 4.4%、出售农

产品现金收入的 5.9%[2]。

1.2 新时期怒江畜牧业实现历史性跨越发展

在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怒江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畜牧业也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发

展。“十一五”期间人均占有肉类产量、畜牧业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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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经济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4.7%、6.6%、

6.8%。2013年全州牲畜存栏达 125.02万头（只），其中

猪 56.76万头、大牲畜 17.4万头、山绵羊 47.06万只；出

栏肉畜达 71.17万头（只），其中肉猪 43.5万头、肉牛

3.44万头、肉羊 20.04万只；出栏肉禽 1 515 200只；牲

畜存栏与出栏分别是 1978年的 3.2倍和8.14倍。肉

类总产量达 38 528 t，是 1978年的 13.99倍；畜牧

业产值达 70 680万元，是 1978年的 104.8倍；畜牧

业经济收入 45 891万元，是 1978年的 468.2倍；出

售畜产品现金收入 26 059 万元，是 1978 年的

526.4倍。

2 畜牧业与新农村建设

2.1 畜牧业发展现代化与农村产业发展

畜牧业生产具有自然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

双重特性，它一方面是人类远古时就产生的自然独

立的原始产业，同时它又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不断

发展与其他产业密不可分。特别是在以山地为主的

农业经济区内，畜牧业与种植业、林业和副食品加

工业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根据 1980年至 2013年

的统计数据分析粮食产量、种植业产值、种植业经

济收入、农业总产值、农村经济收入平均发展速度

为 2.5%、9.4%、9.9%、10.8%和 14.1%，畜牧业产值、

畜牧业经济收入平均发展速度分别为 11.6%和

24.5%。从数据中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只有在粮食

产量和农业总产值稳步增长的前提下畜牧业产值

才能保持快速增长；二是畜牧业产值与畜牧业经济

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种植业产值与种植业经济

收入，而且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更显突

出。这说明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高于种植业产

值、种植业经济收入的平均发展速度重要原因之一

是畜牧业产值的高速增长。1980年畜牧业产值和畜

牧业经济收入分别占农业总产值和农村经济总收

入的比例为 18.4%和 0.49%，2013 年分别为 46.4%

和 245%，比 1980年提高了 28和 24.01个百分点。

畜牧业产值和畜牧业经济收入占农业总产值和农

村经济总收入的比重的提高说明畜牧业已不再是

农村或农业经济的副业，而已形成一个独立的产

业。2013年畜牧业产值占全州 GDP的 5.2%。实现

怒江经济社会发展“二次跨越”的战略目标是至

2020年全州 GDP要在 2007年的基础上翻两番，即

至 2020年全州的 GDP将达 196.52亿元。畜牧业以

高于 1980-2013年、低于 2013年的平均发展速度

（14%）持续发展至 2020年产值将达 14.06亿元。畜

牧业产值在全州 GDP中比重将由 2013 年的 5.2%

提升至 7.15%，无疑畜牧业将成为全州经济发展的

重要支撑产业。

2.2 畜牧业发展现代化与农民增收

2013年出售畜产品现金收入占农村经济收入

（204 986万元）与出售农产品收入（56 108 万元）

的 24.5%和 46.4%，分别比 1980年提高了 19.56和

40.5个百分点，平均增长速度为 41.24%，这说明畜

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体现在促进全州整个农村经

济总量的增长上，而且是促进农村居民现金收入的

快速增长上。198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76元，

2013年达 3 251元，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11.16%，出

售畜产品现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畜牧业的发展对农村居民的

经济纯收入的增长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以

2000-2013 年的平均发展速度预测（10.7%），至

2020 年全州出售畜产品现金收入将达 38 174 万

元，占出售农产品收入 61 570万元（平均发展速度

8.4%）的 62%，这说明在以后很长时期内农村的出

售农产品主要以畜产品为主，在农民现金收入中绝

大部分来自畜牧业的收入。2020年的农村居民纯收

入将达 5 631元（11.16%的平均发展速度），农村人

均出售畜产品收入 845元，占人均纯收入的 15%。

2.3 畜牧业发展现代化与生态文明建设

怒江州在土地总面积 14 703 km2 中山地占

96.4%，在同一平面区域内海拔相对高差大，多种气

候带同在，这在有利于生物资源丰富的同时，也带

来频繁、严重的自然灾害。境内干旱缺水、山洪泥石

流灾害时常发生，水土流失面积达 106 667 hm2，占

全州农、林、牧土地资源的 8.6%。因此“生态立州”是

怒江实现“二次跨越”之根本。全州有自然草地面积

516 867 hm2（有效面积为 398 640 hm2），占毛面积

的 76.87%，占全州土地总面积的 29.42%。因此，从

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怒江的畜牧业现代化

就是实现畜牧业的生态化。以草地畜牧业为重点，

建立林草复合生态系统，走生态畜牧业之路是未来

怒江畜牧业必然的选择。研究证明在幼林地水土流

失达 80%以上，而在果地间种草后水土保持率可提

高至 50%～80%[3]。林草间作区夏季生草区土壤湿

度比清耕区高 3%～4%。草地比裸地夏天地表面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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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低 2～3 ℃，而冬季则高 2～3 ℃。人工草地种植

第 2 年水土流失量比种植农作物地减少 199.6

t/hm2，其中土壤流失为 0，减少了 18.24 t/hm2，地表

流量减少 176.34 t／hm2[4]。草地的退化导致植被失

去对土壤的保护作用，造成土壤退化，而土壤退化

则造成整个区域性生态系统的功能失衡[5]。进行草

地改良与实施人工种草其效益不仅体现在促进农

民增产、增收上，更重要的是其能涵养水分、防止土

壤土质退化、减少水土流失、调节环境温湿度，从而

调节区域性气候，促进区域内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现代畜牧业生产显著的特点是圈舍建设的规

范化，即最适于畜牧业生产而不影响人的生活；动

物疫病最大可能的净化，即采取各种防治措施控制

和消灭动物疫病，特别是重大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

病；畜产品的无害化，即所生产的畜产品不含对人

类有毒、有害成分。通过饲养方式的改变和圈舍的

改革，使农村的环境卫生更为清洁；加强对动物疫

病的防治与净化、畜产品质量的监测，使城乡居民

生活环境和食品更安全。畜牧业现代化程度的高低

直接关系到地区生态环境的优劣程度，加快怒江畜

牧业现代化进程是加快建设生态怒江、和谐怒江的

重要前提。

3 加速推进畜牧业现代化建设措施
建议

3.1 建立适应现代畜牧业发展的高效管理体制

加快畜牧业的发展，首先是建立一个科学高效

的管理体制。而现实存在的问题，一是畜牧兽医行

政管理机构变化无常，没有相对独立和稳定的建

制。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成立畜牧局到 2007年

成立畜牧兽医局，2010年再次并入农业局，有 5次

之多的撤并。二是畜牧兽医行政管理体制的设置与

畜牧业在怒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相适应，至今州

级和部分县级管理机构仍然没有从农业内部分离

出来。这就造成怒江畜牧业发展政策制定的科学

性、长远性和连续性不足，从而造成乡镇管理体制

的混乱。

其次是要选拔和培养州县乡各级具有现代畜

牧业管理知识和管理能力的管理队伍。一个行业的

管理者的管理能力与积极进取的精神，影响到行业

内部各个管理层次的管理水平，从而制约一个地区

的行业发展的水平。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各级党委和

政府未能对畜牧业的管理队伍建设引起足够的重

视，在选配畜牧业管理队伍方面存在着不“因事用

人”的问题。有管理队伍没配齐、没配强的现象。因

此，按照国务院、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兽医管理体

制改革的要求，同时结合怒江实际建立、健全畜牧

业行政管理体系，选拔和培养一批州县乡各级具有

现代畜牧业管理知识和管理能力的管理人员是当

务之急。

3.2 构建现代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饲养的规模化，生产的集约化，服务的社会化

是现代畜牧业的重要特征。加快怒江畜牧业现代化

进程，在以千家万户散养的基础上围绕城镇周边地

区加大对规模化养殖扶持的力度，促进畜牧业向现

代产业化经营转变，以提高整个怒江畜牧业发展水

平。这就对畜牧业社会化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目

前，全州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一是

州县级畜牧兽医服务体系没健全，基础设施简陋，

特别是畜产品质量、兽药质量和动物疫病检验、检

测、诊断设备奇缺；二是乡镇畜牧兽医服务体系建

制不统一，管理权属混乱，动物疫病诊疗条件差；三

是村级服务体系缺失，养殖户得不到快捷、有效、多

方位的服务。因此，在未来的 13年内重点应是加强

州县服务体系基础设施的建设，健全乡镇级服务体

系，建立、健全村级服务网络，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现

代畜牧业生产需要。

3.3 促进特色畜牧业生产现代化

怒江的畜牧业自 1978 年以来一直持续发展，

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由于地理环境的险峻特

殊，在特殊的社会发育程度、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低

的社会生产条件下，怒江的畜牧业生产力水平与全

省、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显落后。畜牧业生产力低

主要体现在生产措施上科技推广面窄、科技贡献率

低、良种覆盖率低、规模化生产比重小；体现在生产

水平上出栏率低、个体产出量低、商品率低和个体

饲养效益低。要提高怒江畜牧业生产力水平，只能

发挥怒江的相对优势大力发展草地畜牧业与优先

发展独龙牛、高黎贡山猪、兰坪乌骨绵羊、独龙鸡、

兰坪绒毛鸡等具有显著怒江地方特色的养殖业。在

科学规划的指导下，分区域进行重点发展。关键的

问题是国家应对怒江特色畜牧业的发展从政策上

和财政上给予大力扶持，在加大对特色畜禽养殖扶

持的同时重点扶持一批特色畜产品深加工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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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龙头企业，对具有生态特色的畜产品使用现代先

进的加工技术进行生产、包装，在提高其附加值的

同时不断拓宽市场，以销促产。使其成为具有广泛

饲养与重点规模化生产相结合的优势，走一条适合

怒江州实情的高效、高产出的独具特色的畜牧业发

展之路。

3.4 着力培育和完善现代畜产品流通市场体系

畜牧业产业化生产的前提是有完善、发达的市

场作引导。怒江畜牧业未能实现更大的跨越式发

展，市场和产品流通体系建设滞后是重要的原因之

一。现实问题是养殖户的畜产品难以找到市场销

售，因而商品率低，造成饲养效益低，影响养殖户发

展养殖业的积极性；同时外来收购者又难以在短时

间内收购到足够数量的畜产品，造成收购时间长、

成本高，无利可图，因而外来收购者少制约了畜产

品外销。畜产品产销脱节的客观原因是生产太分

散，规模化养殖比重小，而另一个原因是政府责任

不到位，表现在各级政府未能从怒江畜牧业发展的

客观条件出发，建立行之有效的市场体系。因此，着

力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建设是促进畜产品流通的

必要措施，通过提高畜产品的商品率而提高养殖效

益，调动养殖户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畜牧业向更高

层次发展。培育和完善畜产品流通市场的重点是通

过在州府（六库镇）、边三县的中心地区（福贡县城

所在地上帕镇）和兰坪县城所在地（金顶镇）建设畜

产品批发市场，在各乡镇所在地建设功能较齐备的

畜禽交易市场，在各村民委员会建设村级畜禽养殖

专业协会和培养、扶持畜产品营销经纪人。这样就

形成村、乡和区域性的三级畜产品交易市场平台，

以民间为主，政府管理与扶持相结合的现代畜产品

流通机制，使养殖户不愁销，收购者不愁收；促进畜

牧业的可持续发展，为解决“三农”问题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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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前沿

初生仔猪的饲养管理

新购进的仔猪，因环境发生变化而一时无法适应，须采取综合防治措施，以降低发病率，减少损失。

1）购进前准备。在准备购进仔猪前，要先将栏舍打扫干净，尤其是发生过疫病的栏，更应进行彻底

消毒，切不可马虎行事。消毒可根据病原选用 2%的烧碱水、5%～10%的来苏尔或 10%的过氧乙酸。

2）问明仔猪情况。在购买仔猪时，要问明仔猪的喂料种类、饲喂次数和饲喂时间，仔猪购回后，要

尽量满足原来的饲喂条件，禁止突然改变饲料和饲喂方式。

3）饮高锰酸钾水。仔猪购回后第 1天，要先给仔猪饮用 1次高锰酸钾水，或在饮水中添加适量的

抗生素，并坚持供给充足清洁的饮水。

4）适应饲养环境。饮水后，让仔猪自由活动、排尿和排便，投给仔猪适量的青绿饲料或颗粒饲料，

以后再逐渐添加饲料，以仔猪 7～8成饱为宜，待仔猪完全适应后，再让仔猪自由进食。

5）防止下痢。在仔猪饲料中添加适量的强力素，每日每头添加 0.4～0.8 g，以防仔猪下痢。同时，为

了增加仔猪肠胃的适应能力，还可在仔猪的饲料中添加酵母粉或苏打片。

6）预防免疫。经过 7～10 d的观察，确定仔猪一切正常情况下，可给未经预防接种的仔猪进行猪

瘟、猪丹毒、猪肺疫等疫苗的免疫接种。

7）驱虫混养。新购进的仔猪经过 15～30 d的单独饲养后，如果无疾病发生，用盐酸左旋味唆片按

每 5 kg体质量 25～30 mg的剂量内服驱虫后，便可与其他仔猪合群混养。

来源：搜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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