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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市牛品改技术员队伍问题与对策

张华智
广西省钦州市畜牧站，广西钦州 535099

摘要 通过对钦州市 111个牛品改技术员进行调查了解，牛品改技术员队伍主要存在“三低（行业收入低、

牛配种受胎率低、社会地位低）一高（趋向高龄化）”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对策，为加强牛品改技术员队伍

的建设和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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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钦州市牛品改工作的主要成效

钦州市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引入摩拉牛、圣

格鲁迪牛、辛地红牛、秦川牛、南阳牛、西门塔尔牛

等良种公牛对本地母牛本交和人工授精进行杂交

改良。牛的品种改良为农民增收、行业发展、丰富市

民“菜篮子”作出了巨大贡献。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钦州市牛品种改良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

1.1 牛改基础扎实

一是政府重视。钦州市各级政府把牛品种改良

工作作为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来抓，并通过深入调研、出台政策、增加投入等措施

促进全市牛品种改良工作的开展[1]；二是经费保障。

市财政安排奶水牛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扶持牛的杂

交改良、养殖小区建设等；三是目标明确。畜牧主管

部门把牛品种改良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每年下

发牛品改工作方案，下达牛品改配种任务和产仔

数，确保牛品改工作取得实效。

1.2 群众意识提高

为了使群众对牛品种改良工作的重要意义有

更深的认识，全市各级各部门通过电视、墙报、标

语、网络等各种方式进行宣传发动。例如，灵山县在

县电视台播放杂交牛养殖专题片，在各配种点张贴

良种摩拉、尼里 /拉菲种公牛挂图等，制作网页发布

杂交牛养殖信息，悬挂以“饲养杂交牛，致富有奔

头”、“饲养十头奶水牛，三年住上大洋楼”等为内容

的横幅。由于牛品改工作宣传得力，群众的牛品种

改良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许多群众都认为养杂交

牛是有“钱途”的。

1.3 服务网络完善

为了确保牛冻精的正常供应，2004年投入资金

建设和完善冻精液氮中转站，建设牛品改点的基础

设施和增加牛品改点，完善牛品种改良网络。目前

全市建有市级牛冻精液氮中转站 1个，县级牛冻

精液氮供应站 2 个，镇级品改站 39 个，村级牛人

工授精配种点 56 个。全市建成了“市级冻精液氮

中转站→县级牛冻精液氮供应站→镇级品改站→村

级人工授精配种点”全覆盖的牛品种改良服务网络。

1.4 服务方式灵活

牛的繁殖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生产力，牛品改

技术员在繁殖生产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2]。为了

更好地开展牛品种改良工作，不少人工授精配种员

经常深入基层，走家串户了解情况，热心为群众服

务。一是在养牛较多的村屯设立牛品改点，附近养

殖户可牵牛到品改点进行配种，同时组织牛品种改

良专家深入村屯、牛品改点现场指导；二是实行电

话预约上门为群众服务，既方便了群众，又改变牛

品改技术员被动坐等养殖户牵牛上门配种的局面，

可谓“一改两便”。例如灵山县那隆镇廖春、钦北区

大寺镇庞本等长期上门为农户母牛进行配种，深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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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欢迎。

2 钦州市牛品改技术员现状

钦州市开展牛的品种改良工作几十年来，建立

了完善的服务网络，培养了一批技术较为熟练的牛

品改技术员，为全市牛品种改良工作打下了扎实基

础。从 2013年对全市 111个牛品改技术员的年龄、

学历、年收入、年配种头数等基本情况调查来看，虽

然钦州市牛品改技术员学历水平整体较高，中专

（含高中）以上学历的 72人，占总人数的 72.8%，但

是整体上牛品改技术员普遍存在着“三低一高”等

主要问题（详见表 1）。

2.1 行业收入低

111个牛品改技术员中通过牛品改技术服务年

收入 1万元以下的 69人，年收入 1～3万元的 35

人，年收入 3万元以上的 7人，分别占总人数的

62.2%、31.5%、6.3%，大多数牛品改技术员通过技术

服务年收入低于 1万元，说明大多数牛品改技术员

不能以牛品改技术员作为唯一职业，必须通过增加

其他收入才能养家糊口。

2.2 牛配种受胎率低

由于目前技术水平的限制以及部分配种技术

人员对母牛发情鉴定、适时配种、输精操作等技术

的掌握不熟练，造成配种受胎率偏低，水牛人工授

精受胎率大多在 50%以下。有的配种多次都配不

上，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群众参与牛品改的积极性。

2.3 社会地位低

牛品改技术员工作环境比较差，可以说是又脏

又累，再加上收入低，社会对牛品改技术员工作存

在偏见，在社会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有的技术

员甚至得不到家人的支持。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牛品改工作的开展。

2.4 趋向高龄化

从调查统计表来看，50岁以下的共计 91人，占

82%。但是，这部分人里面大多是乡镇兽医站工作人

员兼职，兼职技术员是在完成乡镇站防疫、检疫等

工作职责的前提下开展牛品改工作，其能够服务的

范围和数量十分有限。在专职的牛品改技术员当

中，有不少是从 70、80年代就开始参加人工授精配

种，年龄偏大。很大一部分年轻的技术人员只参加

过一次或两次培训班，由于牛人工授精技术性强，

入门容易，但要技术水平提高很难，不少年轻人做

了一段时间后进展很慢，很少人能坚持做下去，年

轻技术员补充较难，牛品改技术员趋向老龄化。

3 对 策

3.1 制订出台扶持政策

牛品种改良工作是一个公益性的社会服务行

业。应该制订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加大经费的投

入，鼓励养殖户和牛品改技术员对本地品种的牛进

行杂交改良，对进行杂交配种的牛品改技术员和留

养杂交牛的农户给予一定经济奖励。由于牛品改技

术员主要服务于农村，配种过程中容易被牛踢伤、

碰伤，日常工作存在一定的风险；有的服务范围较

大，路途较远，甚至在去配种途中受伤的事件时有

发生。对于长期从事牛品种改良工作的技术员，政

府可尝试安排一部分资金（50～100元 /人·年）购

买人身意外伤害险，以加强对牛品改技术的劳动保

障，充分调动牛品改技术员的积极性。

3.2 探索行业准入制度

探索建立牛品改技术员行业准入制度。上岗之

前要进行岗前培训，具备家畜繁殖职业技能，经考

核合格取得“家畜繁殖职业资格证书”后方可从事

牛的品种改良工作。牛品种改良工作是一项专业性

很强的技术工作。在选聘时尽可能选用具有一定畜

牧兽医专业知识基础的年轻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兼

职村级动物防疫工作。上岗前一定要严格培训，培

训不合格不能上岗，宁缺勿滥。

3.3 加强队伍管理指导

对已取得职业资格的牛品改技术员，畜牧部门

要加强管理指导和培训。一是建立牛品改技术员管

理办法，实行制度管人，加强牛品改技术员队伍的

年龄 /岁 学历 年收入 /万元 年配种数 /头

40及以

下
40～50 50以上

初中以

下
中专

大专以

上
1以下 1～3 3以上 100以下

100～

400
400以上

人数 42 49 20 19 48 44 69 35 7 40 60 1

百分比 /% 37.8 44.2 18 17.2 43.2 39.6 62.2 31.5 6.3 36 54 0

表 1 钦州市牛品改技术员基本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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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二是定期举办牛品种改良技术培训班，

邀请区内外专家教授到配种点进行现场指导与培

训，采取分散与集中等多种形式培训，确保牛品改

技术员每年培训 1～2次以上。三是建立沙龙、QQ

群等交流平台，便于技术部门（院校、研究所等）及

技术员之间多种形式的经验交流和问题探讨，以利

于牛品改技术员提高技术水平，提高牛人工授精受

胎率。四是开展职业道德教育，自觉规范服务与收

费，杜绝乱要价、乱收费、服务差等现象的发生，提

高牛品改技术员队伍形象。

3.4 积极推行有偿服务

目前，大部分牛品改技术员实行人工授精配种

收费，但是，不同县区、不同配种员的收费标准不

一，标准差别较大，50～200元不等，且对于是否收

费有不同的看法。开展牛的杂交改良给养殖户所带

来的经济效益是十分显著的。所以，笔者认为，给养

殖户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适当收取一定的服务费

是应该的，也是合理的。实行配种服务收费，是牛品

改技术员劳动服务报酬的体现。适当增加牛品改技

术员的收入，对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激励牛品改

技术员主动学习、钻研牛人工授精技术，掌握过硬

本领，做好跟踪服务，促进牛的品种改良工作持久

开展提供动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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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态氮对养殖鱼类的毒害

随着广大养殖户养殖技术的不断提高，产量和效益有较大突破，但同时池塘自身污染也越来越严

重。因为池塘吃食性鱼多，投食量大，排泄物及残食增多，蛋白质经分解生成的氨态氮也随之增多。氨

态氨具有较强的毒性，稍有不慎，吃食性鱼类就会发生氨氮中毒，轻则影响正常生长，重则导致死亡，

经济严重受损。现将池塘鱼类氨氮中毒的症状及解救方法介绍如下。

1 鱼类氨氮中毒的判断
1）中毒时间。氨氮中毒，没有季节、昼夜和天气好坏之分，多见于成鱼池、高产池、密养池及能灌

不能排的鱼池。

2）中毒症状。鱼群浮头不显，呼吸急促，乱游乱窜。时而浮起，时而下沉，时而跳跃挣扎。游动迟

缓，无力。体色暗淡、鳃丝发乌、口腔发紫，黏液增多。最后会慢慢沉入水底而死亡。

3）中毒鱼类死亡先后顺序：氨氮中毒轻者多见先死底层的鱼类，尤其是鲤鱼。当池塘混养鳙、鲢、

鲤、草鱼时，先大批中毒死亡的是鲤鱼和鲢鱼。

4）增氧无效果。氨氮中毒，开启增氧机，池鱼则四散回避，不敢靠近。泼洒增氧剂，浮游鱼群仍然

毫无反应，症状如故。

2 解救方法
及时加注新水，稀释原池氨氮浓度，防止中毒加深。使用微生物制剂，如光合细菌、硝化细菌等降

低池水中氨氮浓度。泼洒食盐，阻止氨态氮及硝态氮继续入侵鱼体血液。水深 1 m，每平方米用食盐

25.5 g。撒沸石粉与麦饭石粉，吸附池底部分有害气体及有毒物质。中毒得以缓解后，应对水体加施

消杀剂进行杀菌，防止病菌感染。

来源：中国渔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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