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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如小白兔、牛、羊等）与生态农庄的结合，为生态

种植业提供有机肥等。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考虑。

1）文成县做一个生态有机畜产品的品牌，让来

文成县旅游的人都知道，从而形成地理标识性品牌

（比如文成兔排、文成土鸡蛋等），这需要文成县宣

传、项目等各方面的倾斜。

2）重点做畜产品加工，包装精美的畜产品（包

括蛋类）是与休闲旅游最容易结合的，以加工带动

整个产业的发展。

3）文成县上下与畜牧相关的领导、部门及企业

要有清晰的认识，知道该做什么、怎么做。这就需要

文成县由上到下明确思路及想法，形成思想的合

力。

摘要 本文阐述了中宁县养猪业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对今后养猪业发展提出了合理化的意见建议，

即加强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推广人工授精，挖掘繁殖潜力，发展精深加工，实现生猪产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增强，

标准化生产水平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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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宁县养猪业发展现状

宁夏中宁县是养猪大县，也是全国生猪调出大

县。近年来在政策扶持、项目带动、市场拉动的前提

下，按照建园区、树典型、抓重点、扩规模、创品牌的

发展目标，大力推进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

实现了生猪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目前已创建了迎

鑫源、盛源、天利 3个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基地，佳

田等 15个区级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全县生猪饲养

量达到 73 万头，猪肉产量 3.2 万 t，产值 4.3 亿元，

占畜牧业总产值 48%，养猪农户户均纯收入 1.6万

元。经过多年发展，中宁县先后被命名为全国“生猪

调出大县”、“瘦肉型猪基地县”、“环保养猪示范县”

等荣誉称号。

2 存在的问题

1）基础设施薄弱，生产方式相对落后。全县年

出栏生猪 50头以下的分散饲养占养殖总量的 30%

左右，而在规模养殖中，部分养殖场（户）生产设施

设备落后、饲养管理粗放、养殖环境差，标准化养殖

比重低。

2）生猪产业面临“三难”问题。一是用地难，畜

牧业对养殖场的选址、环境、污水排放等有严格要

求，同时畜牧业用地没有纳入土地总体规划，增加

了选址的难度。二是融资难，规模化养殖资金投入

较大，虽然县委政府加大了对畜牧业发展的扶持力

度，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资金问题。且贷款发放门

槛较高，很多养殖户很难获得银行贷款。三是治污

难，部分生猪养殖场由于缺乏畜禽粪便、废水和其

他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设施，对周边环境造成不同

程度污染。

3）生猪标准化程度不高。一是生产标准化低，

现有的生猪养殖棚圈基础设施落后，建设标准不配

套不完善，不能适应当前标准化生产要求。二是品

种不能及时更新换代，目前中宁县优良的原种猪场

欠缺，部分养殖户不注重品种改良，生猪品质较低，

品改设施落后，种公猪杂化现象较多，导致中宁县

生猪标准化发展水平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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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策与措施

1）加强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按照“政府扶持、企

业主导、市场推动”的原则，引导和扶持社会力量参

与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强化技术指导，加快推进恒

泰元、文博等存栏 800 头的 2个原种场建设，改造

县种公猪站猪舍 1 300 m2、示范推广太阳能采暖供

热工程系统 1 500 m2；引导养殖大户引进应用杜洛

克、长白、大白种公猪 100头以上。在宁安、大战场

等 9个生猪养殖大乡，争取每个乡镇建设存栏基础

母猪 300头以上的商品代种猪场，逐步建立层次分

明，功能齐全的生猪良种繁育体系。

2）加大新技术示范推广力度。通过集中培训、

外出观摩、实地指导等方式，对全县生猪养殖户加

大技术培训力度，提高生猪养殖管理水平，做到标

准化、产业化、现代化的养殖观念家喻户晓，并在生

产中得到有效贯彻实施。全面推广品种改良、高床

养殖、畜禽圈舍环境自动调温、自动饲喂、仔猪早期

断奶等标准化养殖技术，依托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

设与改革补助项目，强化技术服务工作，使主导品

种和主推技术入户率达 98%，进一步提高生猪产业

发展标准化水平。如佳田生猪养殖基地，主要应用

杜长大品种猪，开展了添加枸杞渣饲喂生猪的试

验，试验结果表明在饲料中添加 5%的枸杞渣可明

显提高猪的日增重、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提

高养殖经济效益。

3）发展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升级。以中澳伟辉 60

万头出口生猪屠宰加工项目为龙头，新建、改扩建

森达等具有出口养殖基地资质的生猪养殖基地 20

个，做大做强中宁县冷鲜猪肉品牌，细化产品分类，

形成适宜高、中、低端消费市场的系列产品，进行连

锁销售，示范带动生猪产品走上“品牌农业”的发展

路子。通过流转、托管、合作等多种形式，扩大经营

规模，逐步向标准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大力推进公

司 +基地 +养殖户的模式，发展订单畜牧业。积极

培育发展畜牧专业合作社 15个，规范中介服务，利

用互联网、微信平台等多种媒体提供准确的市场信

息，实现畜产品多层次开发、多方面增值，不断拉长

产业链条，扩展提升利润空间，实现农民增收致富。

4）建立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发展生猪产业是实

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中宁县作为全

国生猪调出大县，要进一步强化组织保障，加大技

术服务工作力度，建立健全技术推广服务机制，全

面解决好生猪产业发展中的资金、土地、技术和服

务等问题。一是结合各乡镇实际，制定发展指标纳

入年度重点工作目标责任考核，严格考核管理，责

任到人，层层传压，限期保质保量完成任务。二是加

大财政资金扶持的投入力度，建议整合农业财政扶

助、扶贫开发、产业发展基金等资金资源，有效提高

资金的使用效率。三是深化农村经营体制改革，降

低贷款难度，对猪场建设、种猪引进等环节给予重

点支持。四是认真落实强农惠农政策，在享受国家

优惠政策的情况下，县财政可以列出专项资金，实

行以奖代补，重奖具有一定规模的优质养殖企业，

刺激引导广大生猪养殖户向标准化、规模化方向发

展。

5）切实加强生猪疫病防控。以生猪规模养殖场

（园区）为防控重点，依据防控实际和抗体水平消长

状况，优化免疫程序并实行程序化免疫，加强分级管

理和监督指导，确保免疫实效。大力开展实验室监测

诊断能力提升工作，以免疫抗体监测指导重大动物

疫病免疫工作。对全县生猪养殖的 20个固定监测点

进行定点定期监测，评价免疫质量和预警预报；认真

抓好规模养殖场主要疫病净化工作，重点在迎鑫源、

盛源猪场开展猪伪狂犬病净化。同时做好无害化处

理工作，加强规模养殖场（小区）病死及死因不明动

物处置工作，严厉打击加工、运输、经营、贮藏病死、

死因不明生猪，确保全县动物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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