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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曲县养羊业现状及发展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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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阳曲县地大物博,饲草资源较为丰富,老百

姓又有多年的养羊习惯,加之羊肉价格稳步提升以

及省、市、县3级畜牧部门在畜禽圈舍方面的支持力

度不断加大,促使养羊业从2007年开始快速“升
温”。目前,全县羊饲养量达到20万只,其中绵羊占

2/3、山羊占1/3,总体发展态势良好,养羊已成为阳

曲县农村养殖户发家致富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坚持把“生态立县、畜牧强

县”作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突破口,坚持走“肉-
蛋-奶一条龙、产-加-销一体化”的畜牧业循环经

济发展模式,加快畜牧跨越式发展,全力打造绿色畜

禽产品生产基地,争取实现由畜牧大县向畜牧强县

的转变。2013年,县委、县政府从实际出发,科学分

析全县畜牧业(特别是肥羔羊产业)发展状况,明确

提出“大户牵头建小区、政府扶持搞服务、做强百里

产业带、千家万户发羊财”的转型跨越战略思路,以
健康养殖为重点,突出肉牛、肉羊育肥产业,养殖、育
肥并举,贩运、加工并重,延伸畜牧产业链,提高产业

经济效益,推动全县畜牧业特色化、产业化发展。

2013年,全县计划发展养羊专业合作社120个、养牛

专业合作社15个;新建牛、羊圈舍35170m2;力争生

猪存栏量达10万头、鸡饲养量达100万只、羊饲养量

达30万只、奶牛饲养量达1万头;初步形成以“东西

两山跨大盂”为中心的规模肉牛、肉羊养殖育肥区,以
及以大盂镇为中心的育肥牛、羊屠宰加工区;创建肉

牛、肉羊育肥技术培训中心和动物防疫检疫站,配备

专业检疫人员5人,同时配置流动车辆2辆。

1 阳曲县养羊业发展现状

2012年,全县养羊量达20万只,比2011年的

15万只增加了5万只;羊肉产量由2011年的105t
增加到135t;羊肉价格也由2011年的52元/kg升

高到64元/kg。2013年,尽管羊价高位运行,但高

额的利润对农户仍有一定的吸引力,很多农户以及

原先在外打工的人员都准备靠养羊致富。规模养殖

场和种羊场养殖的积极性也较高,大力引进优质种

羊改良当地母羊,以提高产肉率。阳曲县肉羊规模

经营比重已攀升至50%以上,规模化、集约化、专业

化生产格局已经形成。

2 阳曲县发展养羊业的优势

2.1 自然条件优越

全县总土地面积20.6万hm2,其中宜牧面积

7.5万hm2,占全县总面积的36.4%。山多、坡多、
草多是阳曲县最大的自然优势,因此,发展草食畜牧

业尤其是养羊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2.2 交通运输方便

阳曲县地处太原市郊,离省城太原仅17km,原
太高速公路和大运公路横跨县城,交通运输条件非

常便利;同时,当地信息十分灵通,且具有广阔的销

售市场。

2.3 发展潜力巨大

根据全县牧坡草地资源产草量的测算发现,全
县草地载畜量可达35万个羊单位,而从2012年的

报表数字来看,羊饲养量才达到20万只,还有很大

的发展潜力。

2.4 技术力量雄厚

全县124个行政村全部配备了乡村防疫员,进
一步完善了县、乡、村3级服务网络,健全了全县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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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行政、执法及技术支撑三大体系,完善了防检结合

新机制。

2.5 传统优势明显

阳曲县平川和山区群众一直以来都有养羊的习

惯,部分农民从种植业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后自发的

以养羊为生。现如今,发展养羊业在当地养殖户中

已成共识,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有效途径,也成为各

乡镇农业转型发展的新途径。

2.6 政策专项扶持

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户引进优质种羊改良本地母

羊,促其应用科学技术发展现代化养羊,是实现增产

增收、促进农村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为此,
市、县政府在政策上给予了一定的倾斜,分批出台和

开展了多项扶持政策与活动。
一是投资企业不仅能直接享受国家、省、市各项

支农惠农补贴,而且在保证供水、供电、通信和道路

通畅的基础上,能全部享受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和已

经出台的“农业十条”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的出

台,极大地调动了养殖户来阳曲县投资的积极性,资
金回流成为推动养羊市场的强大动力。

二是从2011年开始,阳曲县在大盂镇北家庄村

结合整村推进扶贫项目,实施了“三羊开泰”项目。
即:通过给村民补贴买羊,按照“一人一只羊”的标

准,实现户均3只羊。截至目前,全村存栏羊近

1万只,标准化圈舍建设面积达到6000m2 以上。
而且,在该村的辐射带动下,周边乡村纷纷效仿,目
前大盂镇存栏羊已达到5万只,辐射带动效应明显。

三是2012年阳曲县开展了“万人脱贫行动”活
动,全县10个乡镇106个村6710户贫困户享受了

户均2只羊的产业扶持政策。
四是“重点项目跟踪服务”活动和“养羊贴息贷

款”政策将于2013年开始实施,凡是养羊贷款利息

在1万元以内的,县政府将给予贴息;超过1万元

的,则自己另行支付。在重点项目跟踪服务方面,技
术部门将积极引进优质种公羊并创建羊人工授精

站,促进绵羊品种改良工作全面开展。

3 发展构想

阳曲县计划用3a的时间,整合全县人力、物力

和财力资源,在大盂镇、高村乡、东黄水镇及杨兴乡

建立6个养羊示范小区(每个村委根据当地的养殖

优势来确定饲养量)。到2013年,争取养羊数量达

到30万只、村民人均收入翻番,并实现“农业产业转

型、科技含量提升、产品品牌提档、农村建设创新、万
人实现脱贫、人均收入过万”的奋斗目标;同时,辐射

带动周边3个乡镇,发展规模养羊10万只,从而形

成养羊产业带,推动阳曲县养殖业步入标准化健康

养殖轨道,促使阳曲县进入全省“两大”县(即畜禽养

殖大县、畜产品加工大县)行列。为实现以上目标,
特提出以下发展思路。

3.1 转变养殖模式

1)半农半牧区养羊生产模式。半农半牧区基础

母羊宜采用“放牧+舍饲”的生产模式,以户饲养,分
户管理。即:每户饲养30~100只母羊,然后合群组

成200~300只的羊群,雇用2个羊倌放牧。羊倌仅

放牧母羊,但要保证母羊全年放牧。羊倌每放牧1
只母羊年收入65~70元,或者分享母羊所生产的一

半羔羊。商品羊和羔羊则采用舍饲的方式饲养。

2)标准化小区养羊生产模式。标准化养殖小区

平均占地1.2hm2 左右,由10户以上的养羊户组

成,建筑内容主要包括羊舍、运动场、青贮窖、贮草

棚、饲料加工间、兽医室、改良室、工作室、药浴室和

堆粪场。每个养羊户养殖基础母羊50只,每户配套

圈舍面积200m2。肉羊养殖小区规模为500只基

础母羊,年存栏肉羊1000只。
总之,各个行政村应因势利导,遵循“种养结合、

集约发展,立体开发、循环利用”的思路,形成统一规

范布局、统一场舍建设、统一饲养管理、统一兽医防

疫的规模化发展模式。

3.2 加大投资力度

目前,省、市、县各级政府都加大了对养羊业的

扶持力度。主要扶持措施有:省级发改部门与畜牧

部门联合发文,对全省退耕还林棚圈建设加大补贴

力度;省级财政资金对规模养殖小区加大了投资力

度;县级政府在土地流转、税金、资金等方面,都给予

了全面扶持;县级扶贫局整村推进项目,拉动了养殖

小区的全面建设。政府的大力扶持,极大地带动了

养殖户的积极性,对阳曲县养羊业快速发展起到了

推动作用。

3.3 配套技术服务

包括产前、产中、产后的技术服务。生产方面的

服务大多由劳动者自己联合组成民间团体、牛羊品

种协会、地区性的牧业劳动者协会、兽医协会等提

供,这些协会重要的、传统的活动之一是组织一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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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牲畜展览比赛会,评比优秀个体并给予奖励。
技术服务多半是由国家设立的专门技术推广机

构负责。畜牧相关研究所负责一定的技术咨询服

务,服务方式包括接待来访(包括定期、不定期)、邀
请专家到养殖场传授技术、编印分发科技资料、举办

短期讲习班、接受电话咨询解答问题、在电视上讲解

畜牧技术和普及科学知识等。除部分研究所负责一

定的技术咨询服务外,各省、市还专门设立有农业技

术推广站,推广站再划区分片负责,确保每个乡镇设

有1名专门从事农业技术推广的专业人员,其工资

由县级财政负责解决。

3.4 加强疫病防控

为了确保羊肉及其他羊产品的质量安全,阳曲

县相关部门建立了从动物疫病预防、监测、报告到扑

灭的完整的动物防疫体系,并在乡镇畜牧兽医中心

站和村级防疫站配备了业务素质较高的动物防疫

员。另外,在养殖小区和规模化养殖场,也配套建设

了防疫、消毒、疫病诊断和无害化处理设施,努力把

阳曲县建设成为无疫病区,促进养羊业健康、快速

发展。

3.5 充分利用资源

要充分开发利用当地丰富的农副产品资源,通
过推广氨化、青贮、微贮等技术,把大量未被利用的

玉米秸秆、豆秸秆等农副产品有效地转化为饲料,解
决秋冬季草场生产能力下降而造成的草量不足问

题。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向养羊户推广科学的饲料

配方,在现有饲草料的基础上,通过补充精料和添加

剂,满足肉羊生长需要,提高饲养肉羊的经济效益。

3.6 搞好产业带动

以养羊基地建设为重点,依托养殖场、加工厂、
经济合作社和联合体进行专业化、规模化生产,与六

味紊和山西威特美肉制品加工龙头企业签订合作协

议,创建阳曲县羊肉品牌和名优产品,提高羊产品市

场竞争力,推动养羊业全面发展。

3.7 注重环境保护

在发展养羊生产、追求高额利润的同时,应注重

生态环境的保护,使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有机的联系起来,以取得以资源最大持续量的利用

为前提的真正的高效益。
(责任编辑:刘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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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粉主要应用对象及保存注意事项

1 主要应用对象
1)单胃动物和反刍动物。猪、鸡、牛等动物饲料需要高质量蛋白质,尤其是幼龄动物日粮。因为幼

龄动物处于生长旺盛期,对蛋白需求和氨基酸平衡要求较高,而且鱼粉中氨基酸比例与动物所需的比较

接近。

2)水产动物。鱼、蟹、虾等水产动物饲料中蛋白质的主要原料就是鱼粉,鱼粉与水产动物所需的氨

基酸比例较接近,能保证水产动物快速生长。

3)特种经济动物。产毛皮的狐、貉等肉食性动物对蛋白质需求更高,鱼粉是这些动物饲料原料的不

二之选。

2 保存注意事项
我们知道了鱼粉的好处,了解了如何使用,但是如何保存呢? 尤其是在夏天高温季节中如何保存?

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要素,因为如果保存不好致使鱼粉发霉变质,将给动物带来危害,给农户造成

一定的经济损失。鱼粉的贮存时间应在15d以内;应放置在干燥处,最好在底部垫上干燥木板,以免鱼

粉受潮;应保持贮存室干净、通风、透气,避免日光照射鱼粉;还应防止鱼粉生虫,若发现寄生虫,立即用

药(可以使用抑菌添加剂)。
来源:中国饲料原料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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