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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据报道，姜片吸虫寄生于人和猪的小肠内，属

人畜共患寄生虫病。成虫寄生在猪的小肠内，虫卵随

粪便排出后，在水中适宜的温度（27～32 ℃）下经

3～7周孵化为毛蚴，毛蚴遇到合适的中间宿主扁卷

螺后，即侵入其体内，经胞蚴、母雷蚴、子雷蚴至尾蚴

4个阶段，离开螺体进入水中，附着在水浮莲、水葫

芦、菱角和荸荠等水生植物上发育为囊蚴。猪因生食

了带有囊蚴的水生植物而感染病[6]。宁洱县的猪感染

姜片吸虫与生喂水生植物的饲养方式有直接关系，

尽管姜片吸虫的检出率不高（0.183％），但它属人畜

共患病，建议在流行地区猪粪应堆积发酵，用生物热

杀灭虫卵，对宿主定期驱虫，杀灭中间宿主扁卷螺，

也可以在冬季水塘干涸，挖泥积肥，不要用生的水生

植物喂猪，经青贮发酵以后喂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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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种养结合家庭农场的建设和发展是近年农业发展的热门话题。本文通过对这一新型农业生产模式在

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权属明确、后期维护保养、健全准入准出机制、专业服务能力提升、后期创新能力建设等方面

的问题进行讨论和分析，以期推动这一模式的良性发展，促进现代农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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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地都在探索和建设种养结合家庭农

场的可持续发展农业模式。该模式主要以种植和养

殖相结合，利用养殖业产生畜禽粪便作为配套农田

肥料，减少畜禽养殖业污染的同时减少农田化肥使

用。在上海松江，种养结合家庭农场经过近 10年的

探索和发展，逐渐形成一套在生猪养殖与农田种植

和谐互补的成功范例。在种养结合家庭农场经验管

理、可持续性发展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同时，也有

不足还待进一步完善。笔者简要整理如下几点意见

与大家共同探讨。

1 家庭农场及其设施设备权属需明确

家庭农场的建设由政府投资，程序上经过国

土、规划等有关部门的批复。但使用土地是农村集

体土地（耕地），包括饲料仓库、猪舍等在内配套用

地，每户占地在 6.67 hm2左右，其中猪舍和管理配

套用地约 3 333.35 m2。建设完成经验收合格之后

无偿移交农户和养殖合作社使用。管理上接受政府

农业主管部门、养殖合作社共同管理。除了土地使

用权转移，猪舍及配套用房、配套设施设备权属等

应当进一步明确。只有在各项权属充分明确前提

下，才能有经营者主动经营创造更高效益的动力，

同时避免造成纠纷。

2 后期维护管理成本控制

随着使用期限和设计使用寿命预期，不少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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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喂夜草长得肥

目前，大多数养牛户都做到了饲喂氨化麦秸、青贮玉米秸秆、配合饲料，添加尿素等。但在平时的

饲养过程中，一般都是白天添草加料饲喂，往往不注意在夜间喂牛，只知道“马不吃夜草不肥”，而不知

道养牛也是同样的道理。

如果在夜间给牛喂草加料，让牛吃顿夜餐，牛将长得更快。具体安排是除了每天上午 9:00、下午

17:00各饲喂 1次外，夜间零点再加喂 1次。其好处有二：一是牛的胃肠内有了食物，体内增加了热能，

增强了机体抵抗寒冷的能力；二是夜间比较安静，牛吃草料后有利于休息、反刍和消化吸收。

来源：中国兽药 114网

使用设备设施进入维修更换周期，使用成本加大。

例如塑料保暖覆膜寿命 2～3年，塑胶粪污喷灌管

道寿命仅仅 4～5年，铁质猪舍隔栏 4～5年、注塑

彩钢瓦屋顶使用寿命只有 5～10年等。可以预见，

在今后保养维修将进入高频率期，保养维护将成为

常态，成本和支出加大。如何协调政府农业部门、养

户、合作社在相关设备上的维护保养责任，科学控

制维护保养成本，事关今后种养结合家庭农场持续

健康发展问题。

3 进一步健全准入退出机制

目前政府部门在种养结合家庭农场经营管理

考核机制仍不完善，对养殖户和合作社缺乏直接有

效约束机制。参与种养结合家庭农场考核部门有区

农委、镇 /村、养殖合作社等单位，考核内容多但实

效差，以考核促生产目标难以实现。目前进入的近

70户种养结合场，分布于不同镇，准入条件不同，甚

至同一镇上不同村准入条件也有差异，存在些许群

众产生疑虑的地方。建议建立和统一经营进入机制

和退出机制，向社会公布，消除疑虑。同时，对经营

管理户进行考核，不合格的，坚决予以清退。在种养

结合家庭农场使用上，逐步建立多元化企业准入机

制，用市场的手段促进家庭农场及有关企业良性竞

争，促进种养结合家庭农场农户经营规范化，企业

管理自主化、政府部门管理精简化的社会化运作模

式。

4 进一步提升专业技能服务能力

目前，全区已建成近 70家种养结合家庭农场，

年出栏生猪近 10万头。合作社服务于种养结合家

庭农场的畜牧兽医专职技术人员仅 4名。每批次生

猪自进场到出栏仅预防用疫苗免疫工作就需要 5

次，加上技术员到各场进行日常巡查距离长、时间

紧，实在难以切实有效对每个种养结合家庭农场进

行详细指导和服务。虽然在政府层面区、镇各级畜

牧兽医技术部门将种养结合家庭农场技术指导纳

入日常工作重要内容，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技术和人

员需求的紧缺，但仍然难以对家庭农场畜牧兽医技

术服务完全实现无缝链接。常规病的发生和流行基

本能够满足技术需求，在危、急、难等突发应急处置

力量上常常捉襟见肘。

5 养殖模式创新后期乏力

种养结合家庭农场除了提升农民养殖经济效

益，模式创新和探索也是一项重要社会功能。种养

结合家庭农场在近 10年的发展中，的确探索出了

一套行之有效的农业生产模式，对当今农业和畜

牧业循环发展进行了积极创新，取得了良好的经

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但是，我们也应当看

到，从养殖场规划、粪污处理、饲料转化利用、甚至

养殖品种上一直难有较大突破。本质上仍然脱离

不了高度集约化养殖这一传统模式。在追求高品

质生活需求的今天，更需要健康和自然的畜产品。

因此，今后的种养结合家庭农场发展是否可以积

极从生态养殖、低密度养殖方面进行探索，倡导养

殖业动物福利事业，致力于生猪的自然健康生长，

减少甚至完全杜绝抗生素和人工饲养环境的广泛

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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