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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甸县畜牧业发展现状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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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寻甸县畜牧兽医局,云南寻甸655200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地处昆明市东北部,位于

E102°41′~103°33′、N25°20′~26°01′,海拔1480~
3294m;属高原季风气候,年均气温14.2℃,年均

降雨量1061mm,年无霜期224d。横跨金沙江、南
盘江两流域;东临马龙、沾益、会泽,有公路穿山越岭

相连;西与富民、禄劝相依;北与东川、会泽接壤,有
东川铁路相通;南接嵩明,川原平衍。全县总面积

3598km2,有 耕 地 10.53 万 km2、林 地 11.04
万km2、人工草地1.25万km2、天然草地17.33
万km2;从东到西纵距80余km,由南至北绵延60
余km。全县辖16乡(镇)、173个村民委员会,有
汉、回、彝、苗等16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

21.8%。

1 现 状

作为云南省36个商品牛、16个商品羊基地县

之一的寻甸县,畜牧业一直是藏富于民、致富于民的

基础产业。2012年,全县存栏牛159695头、马属动

物42539匹、猪390418头、羊216934只、家禽

1750000只;出栏牛104397头、猪600027头、羊

175678 只、家 禽 1920000 只;肉 类 总 产 量 达

73058t,禽蛋产量达4993t。全县共有年出栏肉

牛10头以上的养殖户560户;年出栏羊30只以上

的养殖户562户;年出栏肥猪50头以上的养殖户

178户;年存栏鸡5000只以上的养殖户42户。

2012年改良大小牲畜122000头(匹、只),其中猪

70000头、牛16000头、马属动物6000匹、绵羊

12000只、山羊18000只;推广工业饲料20160t、
青贮饲料120200t、氨化饲料45860t;同时,全县

动物疫病防控免疫密度达到100%,生猪屠宰检疫

率和上市畜产品检疫率亦均达到100%。2012年寻

甸县农业总产值达259500万元,同比增长8.0%,
其中畜牧业产值82000万元,同比增长8.0%,农民

人均现金收入达4892元,同比增长28.6%。

2 存在的问题

纵观2012年寻甸县畜牧业发展现状,规模化、

产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是趋势,只有规模化、现代化畜

牧业发展起来了,才能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获得

较高的经济效益。然而,在取得了较好成绩的同时

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招商引资还需进一步

加强;二是受旱灾影响,牧草生长不良;三是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控体系不健全,经费不足,未建立长效机

制;四是农业基础设施还比较脆弱,养殖户抵御自然

灾害的能力弱;五是投入资金不足,农用物资价格上

涨,增加了生产成本,造成增产不增效,影响了畜牧

业科技的推广进度。

3 建 议

3.1 进一步提高生产成绩

争取2013年畜牧业产值和农民人均收入均增

长5.0%;大小牲畜存、出栏量均增长4.0%,家禽

存、出栏量均增长6.0%;肉类总产量增长4.5%,其
中猪肉产量达到54980t,牛肉产量达到11460t,
羊肉产量达到2770t,禽、兔肉产量达到2904t;禽
蛋产量增长6.0%;羊毛产量达到78t。改良大小

牲畜108750头(只),其中牛冻精改良10880头,生
猪改良70000窝,绵羊改良7000只,山羊改良

17000只,马属动物改良3870匹。重大动物疫病

防控免疫密度继续保持100%;生猪屠宰检疫率和

·65· 管理前沿 养殖与饲料2013年第4期



上市畜产品检疫率也继续保持100%;生猪死亡率

控制在3%以下。另外,加强防检队伍和基础设施

建设,做好疫病监测、疫病防治、产地检疫、免疫标识

等工作。

3.2 加大饲草饲料开发力度

一是大力推广秸秆青贮氨化饲料,提高农作物

秸秆利用率,完成推广青贮饲料120000t、氨化饲

料45800t;二是加大人工种草技术推广力度,改良

天然草场;三是加强老草场管理,提高草场利用率,
完成草场除杂2333hm2、追肥1333hm2;四是扩

大配(混)合饲料推广的普及面,完成推广工业饲料

20000t。

3.3 落实激励机制

认真落实好上级下达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

机制 补 助 兑 现 的 相 关 工 作,完 成 草 原 禁 牧 面 积

19873hm2、草畜平衡面积133700hm2 的工作任

务;在2013年7月底全面完成种植一年生牧草

2800hm2、多 年 生 牧 草2147hm2 的 牧 草 种 植

任务。

3.4 抓好关键环节

坚持将扶持和培育畜牧养殖大户以及龙头企业

作为推进产业化经营的关键环节严抓细管,并加强

专业协会、合作社和中介组织建设,发展适度规模经

营,走“公司+协会+农户+市场”的发展路子,突出

特色,培育品牌。坚持传统农艺精华与现代生产技

术相结合,逐步建立分部位、冷却肉加工体系和地方

特色产品、民族风味加工体系,发展畜禽加工型企

业。积极探索“支部+养殖协会”的养殖模式,坚持

“民办、民管、民受益”和“入会自愿、退会自由”的原

则,在现有的寻甸县养牛协会、金所乡养殖协会的基

础上,大力拓展一批服务领域宽、组织化程度高、经
营机制灵活、带动能力强的畜牧业专业协会。

3.5 完善畜禽良种体系

继续加快畜禽良种引进步伐,完善育、繁、推、养
等良种推广体系,加强特色畜禽品种资源的多样性

保护与开发,提高良种选育水平。建立类似以倘甸

镇为中心的仔猪示范基地,每年新建3~5个牛羊综

合示范村和特色养殖示范村。着重抓好猪、牛、羊品

种改良,使猪种改良面达90%、人工授精率占70%;
每年新增2~3个肉牛冻精改良点,使黄牛冻精改良

面达70%以上;利用努比羊改良黑山羊,使山羊改

良面达60%以上;并逐步引进胚胎移植技术,推广

杂交肉牛羊育肥新技术。

3.6 加大饲草饲料资源开发利用力度

合理开发利用饲草饲料资源,加大天然草场改

良和良田种草养畜力度。在稳步推进生猪生产的同

时,大力发展草食畜生产。同时,抓好养殖业商品生

产基地建设,生产以牛、羊等草食畜为主的无公害畜

产品,培育一批具有带动能力的龙头企业,并发挥其

带动作用。

3.7 加强防疫队伍建设

改革兽医行政体制,完善县、乡、村动物疫病监

测与控制体系,加强重大动物疫病防治,做到依法治

牧、依法发展。

3.8 加强技术培训

加强畜牧兽医科技培训,不断提高畜牧兽医工

作者及生产者的综合素质。鼓励、引导和培训从事

畜牧生产的农民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

民转变,促进现代畜牧业的发展。

3.9 强化兽医防疫检疫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切实降低畜

禽发病率。认真抓好畜禽常规免疫、计划免疫及驱

虫工作,强化市场活畜检疫和市场肉食检疫工作。
加大兽药及饲料添加剂的监管力度,提高畜禽疫病

的预警、监测和防治水平,切实控制重大动物疫病,
确保畜牧业稳步发展。

3.10 依法治牧

认真学习、宣传、执行畜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
以多种形式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兽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草原法》、《种畜禽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

传;加大执法力度,重点抓好兽药、饲料与饲料添加

剂、种畜禽的管理及畜禽产品安全卫生执法,严厉打

击和取缔非法生产及销售假劣兽药、兽用疫(菌)苗、
饲料等不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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