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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河口县畜牧产业也呈现出裹挟之势，如何建构具有实际意义的升级机制，需要相

关部门结合管理需求和控制维度，建构更加系统化的处理措施，以保证畜牧业得到有效升级。本文从河口县畜牧

产业发展现状入手，对畜牧产业升级路径展开了讨论，旨在为管理人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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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口县畜牧产业发展现状

2016年末，河口县畜禽存栏为：生猪 67 363

头，其中能繁母猪 2 707头；牛 9 047头，其中肉牛

2 049头；家禽存笼 240 514羽，其中肉鸡 106 430

羽；2016年共出栏肥猪 86 251头，牛 2 510头，家

禽 295 350 羽；牲畜产品产量：猪肉 7 017 t，牛肉

236 t，禽肉 452 t，鸡蛋产量 602 t；基本能满足居民

对肉类产品的需求，目前河口县共有 11个生猪规

模养殖场，3个肉牛养殖场，1个蛋鸡养殖场，2个养

殖专业合作社，畜牧养殖产业已经初见成效。

2 河口县畜牧产业升级路径

1）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在实际管理机制建立过

程中，要积极落实更加系统化的产业结构运行方

针，践行种植结构调整机制，集中解决农民的增产

不增收问题，综合化发展饲料种植产业，贯彻养殖

要求，提高整体养殖效果[1]。另外，要深度研究和分

析消费层次的多样化特征，确保市场需求能得到有

效满足，动态化调整养殖结构，保证重点项目能得

到有效处理和综合化升级，落实深加工机制，优化

加工精度，真正实现畜牧产品的加工增值。河口县

政府也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和基本特征，积极发展

外向型畜牧产业结构体系，促进整体运行机制的综

合性优化。

2）积极落实科技方针。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

发展，在畜牧业中应用科技元素，能在提高整体技

术含量的同时，保证质量和效率的同步优化，也要

积极进行科技兴牧探索，将引进和培育融合在一

起，形成更加具有实际效果的品种改良机制。要积

极落实更加有效的良种繁育管理措施，改进传统的

养畜方式，升级生产力结构，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

养畜的成本，提高项目的管理水平和综合价值，确

保卫生结构和管理水平都能得到优化提高。

3）积极优化产业规模。对于本县畜牧产业发展

而言，要积极践行更加系统化的管理措施，才能保

证管理结构和控制效果的综合性优化以及升级，确

保管理维度和管理措施的综合化升级。建立健全饲

养方式，提升养殖水平的同时，实现集约性养殖目

标，建立健全企业化管理维度和控制措施，协调管

理模型和建设步伐，统一管理的同时，推动产业生

产结构和运行方式的综合化升级。也就是说，在产

业规模化发展机制建立过程中，要将生产、销售和

加工项目结合在一起，建构更加系统化的统一模型

和控制维度，确保转变机制和处理效果的最优化。

建构更加标准化处理机制和控制模型，实现产业规

模的有效扩展，升级处理效果和生产方式的项目整

合[2]。

4）积极升级服务体系。要想从根本上提高服务

意识，就要针对实际问题进行集中处理和综合控

制，确保生资供应效果和处理机制的综合分析，将

科技元素和市场信息结合在一起，确保服务网络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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