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2013-08-09
郭太雷,男,1957年生,畜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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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金县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阳光充足、草地资

源丰富,加之肉牛杂交改良基础较好,农户养牛积极

性十分高涨。随着人们膳食结构的改变,牛肉广阔

的销售市场和坚挺的价格为发展肉牛生产提供了良

好的先决条件。目前,织金县在调整和优化农村经

济结构过程中,已经把畜牧业作为重点产业发展,提
出了“稳定生猪生产、大力发展牛羊、积极发展特色

养殖业”的总体思路,在政策、资金和技术上对发展

节粮型草地生态畜牧业给予了大力支持,为养牛业

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因此,要认清形势、抓准切

入点,大力发展肉牛产业,使肉牛生产成为农民增收

致富的重要途径。

1 织金县发展养牛业的有利条件

1.1 气候条件优越

织金县位于贵州中部偏西,地处乌江上游支流

六冲河交汇处的三角地带,总面积286800hm2,海
拔最高2262m、最低860m;年均气温14℃,年均

降雨量1436mm,年日照时数1172h,年无霜期

327d,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1.2 饲草资源丰富

织金县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阳光充

足、雨热同季,因此牧草萌发早、生长快、产量高、再
生能 力 强,牛 可 全 年 放 牧。全 县 有 可 利 用 牧 地

15402hm2,草丛草场26711hm2,灌丛草场22371

hm2,疏林草场392hm2,冬闲田4218hm2,轮歇地

38438hm2,每年有51万t农作物秸秆、30万t绿

肥、20万t人工种植的牧草、9万t饲用玉米、4万t
饲用马铃薯(折粮)、6万t糠麸和油菜饼,为发展肉

牛产业提供了良好的饲料保障。

1.3 种群优势明显

织金黄牛具有行动敏捷、新陈代谢旺盛、性格温

驯、体质结实、肉质鲜嫩、繁殖率高、耐粗饲、抗病力

强等优点;织金水牛属沼泽型品种,具有体质结实、
结构匀称、耐寒、抗病力强、挽力大、持久性好、使用

年限长等优点。1981-1982年,贵州省农业厅畜牧

局组织对省内畜禽品种调查,将织金黄牛归并为关

岭黄牛,命名为“盘江黄牛”;将织金水牛归并为贵州

水牛,载入《贵州省畜牧品种志》,为发展肉牛产业提

供了良好的种群基础和比较丰富的遗传资源。

1.4 技术水平领先

织金县1977年开始使用冷冻精液对本地牛进

行杂交改良,1981年进入全国商品牛基地县行列,
以黄牛为主的品种改良工作一直走在贵州省前列,
涌现出光星冻配点的牛改土专家、全国劳动模范杨

光胜,黄山冻配点的毕节市十佳青年、优秀共产党

员、劳动模范、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肖健,水塘、瓜
种冻配点的长期穿梭在织金与黔西边界流动作业、
年输配量达1400余头、产犊成活率(含复配)达

93%的张应军等一批高技能、高敬业输精员。由于

耕作、积肥和创收需要,织金农民长期以来“视牛如

宝”,并积累了丰富的饲养管理和选种选育经验,为
发展肉牛产业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撑和群众基础。

2 织金县畜牧产业结构现状

2012年,全县畜牧业产值达92290万元,比

2011年 增 长 5.3%,占 农 业 总 产 值 比 重 达 到

38.96%。家禽存栏2121653羽,比2011年增长

9.96%;山羊、绵羊共存栏26760只,比2011年增

长9.65%;生猪存栏278669头,比2011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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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肉 牛 存 栏 179123 头,比 2011 年 增 长

9.01%。肉 牛 出 栏 49918 头,比 2011 年 增 长

7.52%;家禽出栏2028371羽,比2011年增长

1.11%;生 猪 出 栏 283700 头,比 2011 年 增 长

0.98%;山羊、绵羊共出栏9200只,比2011年减少

32.69%。肉类总产量达36068t,比2011年增长

9.60%;禽 蛋 产 量 达 2207t,比 2011 年 增 长

9.52%。从畜牧业结构可以看出,肉牛产业在织金县

畜牧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3 肉牛产业发展趋势

3.1 优质杂交肉牛饲养量逐渐增多

笔者对以那镇、熊家场乡及金龙乡2012年肉牛

生产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以那镇全年出栏肉

牛1756头,其中改良牛1387头、未改良牛369头,
分别占出栏总数的78.99%和21.01%;熊家场乡全

年出栏肉牛1645头,其中改良牛1403头、未改良

牛242头,分别占出栏总数的85.29%和14.71%;
金龙乡全年出栏肉牛3764头,其中改良牛3512
头、未改良牛252头,分别占出栏总数的93.30%和

6.70%。由此可见,优质杂交肉牛饲养比例在逐渐

增加,未改良牛饲养比例在逐渐减少。

3.2 黄牛的杂交改良深受养殖户欢迎

织金县自1977年开展黄牛杂交改良工作以来,
先后引进辛地红、黑白花、海福特、西门塔尔、抗旱

王、英国短角牛、德国肉牛、秦川牛、利木赞、安格斯、
圣格鲁地斯等良种肉牛冻精对本地黄牛进行杂交改

良。经过30多年的生产实践,养牛户和购牛商最喜

欢的是西×本、利×本、辛×本及黑×本4个组合的

杂交牛,其中西门塔尔牛与本地黄牛的级进杂交牛

最受青睐;其次,本地黄牛与西门塔尔牛杂交产生的

F1代与辛地红、利木赞和安格斯杂交的三元杂交牛

也较受欢迎。因西门塔尔牛是世界上著名的肉用型

牛种,用其改良织金黄牛,产生的杂交后代具有适应

性强、个体大、生长快、屠宰率高、肉质好等优良性

状,经济效益显著。据调查,按当下行情,6~12月

龄的西本杂交牛售价可达12000~15000元/头,利
本杂 交 牛、辛 本 杂 交 牛、黑 本 杂 交 牛 售 价 可 达

10000~12000元/头,本地黄牛售价为5000~
7000元/头。

3.3 日粮组成多样化、补饲精料制度化

近几年来,由于肉牛价格稳步攀升,养牛回报率

高、效益明显,农户养牛的积极性十分高涨。农户利

用冬闲田种植光叶紫花苕、白菜、萝卜等冬性植物,
利用25°以上的坡耕地或弃耕地种植马唐草、燕麦

草、黑麦草、三叶草、苜蓿等优良牧草,利用部分农田

种植饲用玉米,为养牛提供了充足的饲料。冬春季

节,青绿多汁饲料主要有光叶紫花苕、白菜、萝卜、马
铃薯,粗饲料主要有农作物秸秆或部分青贮料,精饲

料主要有玉米等;夏秋季节,青绿多汁饲料主要有马

铃薯、人工种植的牧草或天然牧草,粗饲料主要有光

叶紫花苕青干草或部分农作物秸秆,精饲料主要有

玉米、光叶紫花苕草粉等。精料补饲标准:一般小牛

1.0~1.5kg/d、大牛1.5~3.0kg/d、育肥牛3.0~
7.0kg/d,采取放牧与舍饲相结合的饲养方法。对

2岁左右或4岁以上的成年瘦牛,采用增加青绿多

汁饲料和精料、减少乃至不用农作物秸秆的办法,提
高日粮营养水平,达到快速增膘的目的;饲养3~4
个月,增重可达1.0~1.8kg/d。

4 肉牛产业存在问题及原因

第一,尽管织金县肉牛发展具有一定特色,生产

水平也有较大提高,但肉牛出栏率仅27.87%,发展

速度尚显缓慢。第二,织金县肉牛养殖仍然以单家

独户分散饲养为主体,不具规模,缺乏市场竞争力和

抗风险能力,科技含量低,且发展不均衡。第三,在
海拔较高、人居分散、交通不便、牧草资源丰富、适宜

发展草食畜牧业的地区,由于配畜不足,造成资源浪

费;而在人口密集、养畜较多的地区,由于青绿多汁

饲料、粗饲料投入成本较大,过度利用资源的趋势已

逐渐凸显。
笔者认为存在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为:一是对

肉牛产业的发展前景及重要意义认识不足、重视不

够、宣传不力,资金和政策扶持不到位,农户缺乏选

购基础母牛的资金;二是良种化程度低,饲养管理粗

放,基础设施落后;三是缺乏龙头企业带动;四是边

远高寒地区举家外出打工或移居的人增多。

5 发展对策

5.1 加强对基础母牛群的保护及发展

织金县现有能繁母牛105939头,占牛总存栏

数的59%。能繁母牛是发展肉牛产业的“宝贵财

富”,应当加以提纯与保护。首先,全面推行建档立

卡制度,做好跟踪服务工作。其次,将老、弱、病、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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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小、有生殖道缺陷的母牛予以淘汰,并及时补

栏。最后,除积极争取国家项目支持外,应当积极协

调金融部门,充分发挥金融部门对养牛业发展的支

撑作用,对信誉好、有一定养殖经验、要求购1~2头

能繁母牛或后备母牛的农户,优先发放贷款。

5.2 认真抓好以黄牛为主的本交与杂交改良工作

肉牛改良继续实行自然交配与人工授精相结合

的方针。自然交配的种公牛应经县(乡)畜牧兽医主

管部门“认定挂牌”后“持证上岗”,坚持做好劣种公

牛的阉割或淘汰工作,杜绝野交乱配。按年输配数

量的多少,把全县76个冻配点分成3类进行管理。
将年输配量在600头以上的黄山、光星、水塘等12
个冻配点定为一类点,主抓操作的规范和水平的提

升;将年输配量在200~599头的大营、小妥裸、链子

桥等50个冻配点定为二类点,主抓数量的增加和质

量的提高;将年输配量在199头以下的陈家桥、阿
烈、大冷坝等14个冻配点定为三类点,主抓输精员

业务水平的提升、工作开展的正常化以及对养牛户

的宣传发动工作。一类点的产犊成活率都在85%
以上,二类点在42%~88%,三类点在26%~63%,
实践证明,产犊成活率与输配量呈正比。二类点和

三类点输配产犊成活率在50%以下的输精员,务必

轮流到黄山和光星培训基地学习7~10d,如连续

3a无明显进步,及时予以撤换。县财政应将牛改经

费单独列支,保证牛改工作正常开展。

5.3 逐步实现产业化生产、网络化销售

实现该目标,不仅要抓千家万户的分散养殖,更
要抓饲养能繁母牛5头以上和总存栏10头以上的

规模养殖户的扶持、培植工作,不断发展和壮大具有

一定饲养规模和质量档次的商品牛养殖大户,建立

与资源和市场相适应的生产模式,强化肉牛生产在

农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对良种繁育、饲养管理、饲
料检测、产品质量监控、疾病防治与监测、技术服务

等实行全程统一管理。同时,建立健全产销网络体

系,以市场为导向,以分散养殖为基础,以规模养殖

为龙头,以地方特色为依托,按“公司+龙头+农户”
的经营模式,加强与省内外大中型龙头企业的互利

合作,搞好产品的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

值;同时,加强与外贸、商业部门之间的协作,拓展

皮、毛、肉等产品的销路,走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

的路子,全面实现肉牛生产的产业化、商品化和现

代化。

5.4 积极推行青贮和青干草制作制度

为解决草畜季节性供需不平衡矛盾,最大限度

地减少粗饲料养分的损失,满足肉牛对粗饲料的需

求,养殖户应根据自身养牛对粗饲料的总体需要,核
算好全年各季节各月份的需求量,组织生产和储备,
以保障供应。尤其是规模养殖户和龙头企业,除开

展人工种草和种植饲用玉米外,还应对可利用草场

进行除杂、施肥、改良并加以合理利用,尽量将农作

物的收获时间往前移,对农作物籽粒收获后尚显青

绿的玉米秸秆和稻草及时进行青贮处理,对鲜饲剩

余的光叶紫花苕、人工种植的牧草和饲用玉米进行

青贮或调制处理,形成制度,逐步普及。

5.5 规范大牲畜交易市场管理制度

大牲畜交易市场是养牛户与购牛商实现物币交

换的重要场所,是了解肉牛价格、掌握市场动态、获
取产品供求信息的重要窗口。因此,应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制定大牲畜交易市场规章管理制度。公安、
工商、畜牧等职能部门现场办公、依规司职,方便交

易人员办理相关手续,维护正常的流通秩序,为养殖

户、购牛商以及经纪人保驾护航,确保交易市场安

全、交易内容公平、交易大牲畜健康,促进肉牛合理

流通,保障肉牛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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