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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村级防疫员的工作责任心。三要强化奖惩机

制。将防疫经费补助与工作任务和免疫效果挂钩。

树立村级防疫员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

意识，充分调动村级防疫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巍山县生猪产业发展的问题及建议

左绍汉 王云风 阿志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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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山县具有传统的养猪习惯，与周边县相比也

居前位，但与发达地区相比就显得十分落后。养殖

户多属农村庭院养殖，其科学养殖意识淡薄，养殖

科技含量较低，圈舍建设简陋。近几年来，巍山县也

有少数养殖的小规模户、示范户等在各个环节都把

握得很好，获得很好的效益，把养猪作为一条致富

之路。目前由于经济、观念、技术、自然资源等条件

限制，巍山县生猪产业发展还处于各家各户分散饲

养到中小规模集中饲养的转型时期，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改变饲养方式和饲养模式、提高养猪科技含

量、因地制宜制定合理的生产技术路线，是巍山县

生猪产业化发展的关键。笔者对巍山县生猪产业发

展现状进行分析，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与

同行探讨。

1 生猪产业发展现状

1.1 生猪产业发展现状

巍山是以回族、彝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自治县，

全县国土面积 2 200 km2，其中山区面积 2 051.94

km2，占国土面积的 93.27％，森林覆盖率为 64.65%，

耕地面积少、属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适合生猪养

殖。巍山县群众一直有传统的养猪习惯和丰富的养

猪经验，商品猪远销省外及周边县市、养猪户多以

庭院养殖为主。近年来，巍山县养猪业逐步向专业

户、适度规模户、合作社形式转变，但总体上还是以

小规模养殖为主。“十一五”以来，在各级各部门领

导支持下，县委、政府已将生猪养殖作为当地农民

增收、农业增效的产业来抓，每年安排一定资金补

助农户购买优质种猪改良、替代当地品种，以提质

增效，通过技术和资金扶持不断增建适度规模户、

成立养猪专业合作社。巍山县生猪产业随着科学技

术的不断注入和资金的不断投入，必将成为当地农

村经济的支柱产业，对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

入起到积极作用。

1.2 存在的问题

1）品种意识差。对品种的认识不足，对繁殖知

识不了解，所养殖的商品猪，质量参差不齐。有些小

规模养殖户所养的猪品种差异较大，在同批猪中既

有土二元（本地母猪与外来公猪杂交），也有洋二元

（父母代均为外来种）和洋三元（杜洛克、长白和约

克或杜洛克、约克和长白），但是饲养的标准却是一

样，导致养猪成本增加；有的养殖户因养殖资金短

缺，在选购仔猪时，从不计较品种，只注重价格；有

的自繁自养户，不懂育种知识，为了节约成本自选

留公猪，导致猪群近亲繁殖、猪只生长缓慢、猪肉品

质下降、养殖效益降低。

2）科技意识淡薄。第一是饲养管理不科学，不

考虑自己所养猪的品种，看到别人怎么喂就怎么

喂，别人叫他怎么养就怎么养；第二是在实际的养

猪生产中，饲料配比严重不合理，能量饲料比例过

大，蛋白质饲料严重不足，造成养殖成本增加，猪只

增长与饲料投入不成正比；第三是同一饲料饲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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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生长阶段、不同饲料需求的猪，导致饲料浪费养

猪成本增加；第四是在购原料时，明知是劣质原料，

因为价格便宜便购入，尽管发现原料有霉败也不愿废

弃，继续饲喂，导致猪群发病率升高，养猪效益降低。

3）资金投入不足、饲养管理差。在养猪生产中

饲料成本占养猪成本的 70%。第一是很多农户在养

猪投入时，将养殖资金的 70%～80%用于购买生猪，

饲料资金严重不足，在养殖过程中不得不高价赊欠

原料、饲料，或不管市场变化，有多少钱买多少货，

喂完再买。有时明知原料、饲料要涨价却没有资金

囤积，导致养猪成本增加。例如，一头猪从 2月龄育

肥至 6月龄出栏，所需玉米 160 kg，猪用浓缩料 60

kg；巍山县 2013年 12月玉米单价是 2.10元 /kg，到

2014年 4月其单价是 2.60元 /kg，每千克差价 0.50

元，而每包 60 kg同等猪用浓缩料，用现金购买和

以赊欠方式购入，其差价悬殊 60元，合计养殖成本

差不少于 140元；第二是优良的猪种在一些地区仍

以传统模式饲养，其良种优势无法得到发挥，养殖

效益也达不到顶峰；第三是很多养殖户由于圈舍简

陋，饲养管理粗放，导致仔猪育成率较低；第四是母

猪因泌乳时间过长体质下降，导致不发情或发情症

状不表现，长时间出现空怀，减少母猪的产仔总数，

降低其生产性能。

4）饲养环境差、防疫意识淡薄。第一是圈舍简

陋不重视环境卫生，猪在育肥过程中，冬天气温下

降，体能消耗过大，能量急剧减少，猪生长缓慢，出

栏时间延长，养殖成本增加，夏天圈舍温度升高，没

有降温设施，猪常出现食欲减退而影响生长，有的

甚至出现中暑死亡，高温高湿环境有利于病菌繁

殖，猪群容易发病；第二是平时不注意消毒，要在发

病时才想起消毒，发病猪死亡后也很少有人进行终

末消毒，死猪不作无害化处理，随意丢入沟河，造成

环境污染，给今后养猪留下隐患；第三是认为健康

猪不需要打预防针，猪打预防针受到惊吓对猪的生

长有影响，到猪发病才急忙请兽医救治，不但给养

猪业造成经济损失，而且对以后养猪产生恐惧，即

便市场行情再好也不敢加大养殖，错过养猪增收的

机会；第四是一些饲养母猪的农民，认为仔猪过早

打预防针会影响其生长，通常要饲养 2个多月、体

重达 20 kg左右赶集出售，由买主购回后补免，加

大了生猪养殖风险，而买主购回的仔猪因环境改变

和防疫补针同时进行而应激反应较大。

5）市场预测能力差、抗风险能力低。一是养殖

户不了解市场，不注意供求关系，猪肉一般在每年

10月到次年 2月需求量大，其他时间消耗量小，市

场预测能力差的农户往往不能把握好猪出栏的时

间，或由于饲养技术、饲养管理、饲料投入等原因错

过了最佳出栏时间，收益甚微；二是市场供大于求

时肉价短时期下跌，一些农户沉不住气相互争抢出

售，提前出栏，导致肉价持续下滑，养猪效益直线下

降，甚至亏本；三是急售数量增多导致猪源减少，猪

苗价暴涨，养殖成本增加。

6）圈舍布局与养殖规模不配套。一些养殖户在

扩大规模时不注意场址的选择，仍选在村内甚至在

自家院内，不但污染环境，而且制约了发展空间；有

的设备过于简陋，不能为猪只提供舒适的生活环

境，无法充分发挥其生产潜力，导致猪只的生产周

期过长，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有的因圈舍不足，

将几头母猪同圈饲养，母猪相互撕咬造成机械流

产；无配种记录遗忘预产期或估算不准，没有及时

将临产母猪隔入产房，致使产下的仔猪被其它母猪

踩踏、咬死，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7）滥用药物。药物虽可防治疾病，但也存在一

定的毒副作用。养殖户滥用药物的现象十分普遍，

尤其是在治疗病畜时，用药量一般都是说明书上的

2～3倍，不仅造成浪费，有时甚至出现药物中毒现

象。有些农户将抗菌素当作保健品直接混入饲料长

期使用，致使猪只产生耐药性，发病后很难治愈。

2 意见和建议

2.1 积极推进专业养殖户、适度规模户建设

规模化养猪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和方向，规模养

殖是畜牧业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基础，是市

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分工、专业化生产的必然选

择。一是鼓励散养户成立养猪专业合作社，增强其

抗风险能力；二是扶持有一定的养猪技术和经济实

力的返乡农民从事专业养猪行业以带动其他散养

户扩大生猪养殖，最终走专业化规模化养殖道路；

三是加大对适度规模养猪的扶持力度，最终实现生

态化适度规模养猪；四是以服务推动、政策驱动、典

型带动的原则，因地制宜，稳妥推进；五是简化养殖

用地的审批手续。

2.2 量力而行合理利用资金

购买猪苗的资金不能超过养殖资金的 40%，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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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必须有资金来源渠道，自繁自养的注意养殖数

量。在原料价格低时 1次购入饲料，尽量做到用现

金低价购买，降低饲料成本。

2.3 加强仔猪培育

一是加强怀孕母猪饲养，减少死胎、木乃伊，提

高仔猪初生重；二是改变近年来一直主张代乳料喂

养模式，通过加强哺乳母猪饲养来实现母乳喂养，

以增强仔猪抵抗力，减少因过早补料引起的胃肠道

疾病，同时杜绝母猪因泌乳过度消耗体脂导致母猪

断奶后长时间不发情现象，缩短空怀期，提高母猪

利用率；三是 30日龄开始补给仔猪料，2月后直线

育肥至出栏。

2.4 合理供给饲料

一是根据猪的不同品种，不同生长阶段给予不

同的饲料；二是不同生长阶段的猪采用不同的饲喂

方式，生猪中前期采取自由采食，后期则定时饲喂；

三是母猪怀孕期前 90 d喂怀孕母猪料，以后至断

奶喂哺乳母猪料；四是补给优质的青饲料。

2.5 加强饲养管理

一是大力推行种养结合的适度规模生猪养殖

发展，杜绝以环境的污染作为代价发展养猪产业，

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做到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

环境。二是改善圈舍环境，冬天增设保温设施，夏天

注意防暑降温，平时注意清扫消毒，病死家畜一律

焚烧深埋无害化处理，确保营造一个良好卫生的养

殖大环境；三是规模化猪场建设遵循远离公路、村

庄、水源原则，尽量避开传染源，充分利用天然屏

障。

2.6 建设完善防疫体系，确保生猪产业健康发展

一是加强县乡村动物防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

基层防疫工作条件；二是加强重大动物疫情监测预

警预报，提高突发重大动物疫病应急处置能力；三

是根据当地流行病学特点，制定出合理的免疫程

序；四是按照免疫程序，定期对猪进行免疫注射，做

到适时补针，确保免疫密度和免疫质量。

2.7 做好市场预测

认真分析、预测市场，充分估计市场的可变性

和短期性，把握好出栏、出售时机。确保猪不但养好

而且卖好，以提高经济效益，增加收入。

2.8 加强养猪科技培训

通过宣传培训、技术引导，增加养殖户的养猪

科技含量，及时了解市场动态，准确做出养殖定位。

大棚育肥鹅的饲喂技巧

肉鹅的骨骼在 2～6周龄，肌肉在 4～9周龄生长发育最快。根据这一生长发育规律，对肉鹅进行

大棚快速育肥，可获得理想的经济效益。

营养要求。这一阶段的肉鹅生长迅速，食欲旺盛，能利用大量粗饲料，所以配合饲料主要成分要逐

渐过渡到粗蛋白质 14%～16%，代谢能 12.13 MJ/kg，钙 0.9%，磷 0.6%，赖氨酸 0.85%，蛋氨酸 +胱氨酸

0.5%，泛酸 12.6 mg/kg。

草浆养鹅。将采集到的各种青饲料如红薯藤、水浮莲、板叶、杂草等混合打浆，再用配合粉料搅拌，

每天饲喂 6餐，最后 1餐在 22：00，选用的青饲料要避免有毒植物如高粱苗、夹竹桃叶、苦树叶等。

干拌配合粉料饲喂法。饲料如萝卜缨、胡萝卜、南瓜、南瓜藤等，将其剁碎，拌上配合粉料，1 d饲喂

6餐，22：00左右还要喂 1餐。

颗粒饲料与青饲料饲喂法。颗粒饲料置于料桶中，让肉鹅自由采食，再将青饲料置于木架、板台、

盘子或水面上，让鹅自由采食。一般每只每天要饲喂 2～4 kg。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有大量适口青饲料

的养殖户，如蔬菜产区的大量老叶和大量副产品如萝卜缨，以及利用冬闲田种植的青饲料如黑麦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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