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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畜牧业在农业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所占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在畜

牧业发展不断壮大的同时，畜牧业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为保障畜牧业稳步快速发展，完善和健全

畜牧兽医队伍建设对保障农村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近年来，三坝乡畜牧业发展较快，规模

化、产业化程度迅速提高，但是由于自然环境恶劣、群众科学文化素质薄弱、疫情防控不到位等问题，制约着三坝

乡畜牧业的发展。为了进一步摸清三坝乡畜牧业发展情况，加快三坝乡畜牧业发展步伐，更好地发挥畜牧业在增

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重要作用，本文通过深入农村、养殖场（区）实地调查，分析

了三坝乡畜牧业发展现状和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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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我国人民生活水

平将不断提高，生活质量日益改善，特别是对肉、

蛋、奶等动物性食品的需求量进一步增加。畜牧业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要

适应新形式的要求，畜牧业必须要有新的突破和较

大的发展，这就要求畜牧兽医科技推广工作要积极

推行种、料、防、管、训的综合服务体系，做到农民需

要什么就服务什么的全方位服务，把畜牧兽医科技

推广工作落到实处，为把畜牧产业建设成三坝乡支

柱产业而努力奋斗。畜牧业生产是三坝乡农民家庭

经营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在三坝乡农村经济中占

有一定比重，其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农牧业增效，农

民增收。为此，三坝乡畜牧兽医站在州市农牧部门

的大力支持及乡党委政府的正确引导下，积极调整

农牧业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畜牧业、设施畜牧业和

生态畜牧业；大力推进畜牧产业化建设，将畜牧产

业建设纳入年终考核内容，使全镇畜牧业生产水平

显著提高，为乡域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做出了积极

贡献。但仍存在一些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笔者经过 20年的工作经验，在常年走村串户

的过程中发现了三坝乡畜牧业发展存在的一些问

题；并且经过对一些养殖区的实地调查，分析了三

坝乡畜牧业发展现状及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1 三坝乡畜牧业发展现状

近几年来，在州市农牧部门的大力支持及乡党

委政府的正确引导下，全乡畜牧业发展喜人，广大

干部群众发展畜牧业的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畜

牧业各项生产指标大幅增长，为农民增收、农业增

收、农村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使畜牧业得到了较

快发展，整体规模扩大，效益不断提高。

据统计，2015年初，全乡存栏在 60头以上的养

牛重点户有 57户，年出栏 10头以上有 11户；存栏

在 50只以上的养羊重点户有 41户，年出栏 20只

以上有 16户；存栏在 60头以上的养猪重点户有 13

户，年出栏 30头以上有 5户；存栏在 200羽以上的

养鸡重点户有 6户。2014年，全乡大小牲畜存栏

82 681头（匹、只、羽），出栏数为 48 350头（匹、只、

羽）。畜产品产量猪肉 968 t、牛肉 235 t、羊肉 81 t、

禽肉 62 t、禽蛋 38 t、牛奶 408 t。三坝乡畜牧业在

各级业务部门及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已由传统

的家庭副业发展成为三坝乡的支柱产业，呈现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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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蒸蒸日上的良好局面。

此次调查发现，三坝乡畜牧业生产方式正从千

家万户分散饲养向专业化、规模化生产方式转变，

已成为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产品转化率、发

展农村经济、增加群众收入的一个重要产业。三坝

乡畜牧业的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1 政府的扶持

三坝乡党委政府一直把发展畜牧业作为惠及

千家万户的一项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来研究，要求

乡兽医站制定一套能够提高畜牧科技人员的工作

积极性及服务质量的方案并付诸实施，对畜牧兽医

工作人员进行严格的考评制度，奖勤罚懒，对三坝

乡畜牧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为进一步加快三坝乡畜牧业发展步伐，各村根

据群众的要求，及时调整种植业和养殖业结构，加大

养殖业比重的势头也非常强劲，成为三坝乡进一步

发展畜牧业的历史机遇。对于畜牧业与农业对农民

收入的贡献程度基本一致的三坝乡来说，大力促进

畜牧业发展，是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搞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措施之一，得到了

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激发了群众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参与性。另外，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肉、禽、蛋、奶及其加工品

的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这种变化将促进农业生产

结构的深刻变革和畜牧业产业化的大力发展，为三

坝乡畜牧业的长远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市场环境。

1.2 生产方式的转变

三坝乡畜牧业生产方式正从千家万户分散饲养

向专业化、规模化生产方式转变，通过项目支持、技

术服务、贴息资金扶持，推动了三坝乡规模养殖的发

展。养殖企业、养殖大户的养殖规模逐步扩大，饲养

水平普遍提高，养殖效益也明显增加。全乡现有 35

个养殖专业合作社，其中有 11个养牛专业合作社、

10个养猪专业合作社、10个养鸡专业合作社、4个养

羊专业合作社、1个牦牛养殖基地。以上养殖专业合

作社的建设，带动了农民发展养殖业的积极性，促进

了全乡畜牧业的发展及畜牧业经济的增长。

1.3 市场意识的提高

随着畜牧业的不断发展，养殖户的专业化水平

及市场意识不断提高，已意识到要按市场需求调整

品种结构，把发展目光锁定在良种的引进、培育及

良料良法的推广。2014年，三坝乡完成牛改良 451

头，其中人工授精改良 402头；生猪改良 4 453窝；

山羊改良复壮 3 462 只。而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创

办，也已逐步成为养殖户连接市场的纽带。

1.4 科技意识的增强

近年来，暖棚养畜、快速育肥、品种改良、人工授

精、疫病防治、饲草料加工等一批畜牧实用科技在生

产中得到普遍推广。农户科技意识逐步增强，提高了

畜牧业的科技含量和整体效益。目前，三坝乡 65%以

上的农户应用了暖棚，畜禽饲养环境得到了极大改

善；快速育肥技术基本普及，猪、羊的饲养周期明显

缩短；各类常规疫病得到有效、及时地治疗，传染病

得到有效的防控及扑灭；饲草料生产、加工、贮存技

术在生产中广泛应用，农作物的加工利用达到 70%

以上；牛人工授精、裹包青贮、苜蓿半干裹包青贮等

新技术已在畜牧业生产中应用，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2 存在的问题

2.1 自然环境恶劣

三坝乡气候多样化，适宜多种畜禽发展，但由

于低温和高海拔及干旱等自然环境因素的制约，牧

草返青慢，生长周期短，产草量低，而在漫长的冬季

畜禽用于维持体温的能量消耗较多，非生产性饲喂

比重大，所以全乡畜禽存栏虽多，种类较全，但个体

生产性能和群体生产率低，饲养周期长，饲料报酬

低，出栏率和商品率低。草场开阔，其类型丰富，但

有些面积小，季节和年度供求不平衡，尤其在冬春

季节，草食性牲畜的温饱尚未得到根本的解决。

2.2 群众科学文化素质薄弱

三坝乡民族众多，地广人稀，科学文化素质差，

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发展滞后。三坝乡地处边远山

区，大部分山区的群众文化素质低，科学观念淡薄，

受守旧的传统观念束缚较大。大多数农民以牲畜存

栏数量显示富裕程度的财富观念根深蒂固。有些农

民守着一群牲畜，却依然缺乏急需物资，这种自给自

足的小农经济思想阻碍了畜牧业的发展。由于人民

群众的文化素质偏低，不少地方先进与落后、科学与

愚昧的较量仍是非常激烈的。另一方面，畜牧业科技

队伍力量薄弱，高级畜牧科技人才缺乏，畜牧业科技

工作者工作任务繁重，不能全身心投入到本行业的

钻研中，使畜牧业的很多方面在低层次上徘徊。

2.3 动物防疫不到位

由于三坝乡地广人稀，群众科学文化素质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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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兽医站工作人员对周边的疫情认识不足，对农

户的宣传力度不够，导致没有及时、更好地做好防

范；个别农户在疫病发生的前提下，仍然因为惧怕

病情加重而拒绝注射疫苗。还存在动物防疫没有引

起农户的重视、病死畜禽及粪便无害化处理不规

范、农村动物养殖方式落后、基础免疫难度大、基层

动物防疫人员不稳定等诸多问题。

3 发展对策

进一步确立畜牧业在农业经济中的支柱地位，

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加大项目争取力度，统筹整合

支农资金，着力做大、做强饲草和生态产业，壮大龙

头企业，加快标准化养殖场建设，扩大养殖规模，建

立健全畜产品交易市场，推进畜牧业特色化、区域

化、规模化、产业化进程，是解决三坝乡畜牧业存在

问题的有效措施。

3.1 提高认识，牢固树立畜牧业产业发展的重要性

畜牧业其实是农民增收致富涉及面广的产业，

三坝乡大部分农民 80%以上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畜

牧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畜牧业的发展，可带动

许多相关产业的发展。兽医工作人员要充分认识到

畜牧业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真正把畜牧

业作为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支柱产业来

抓，在人力、物力、财力、政策上倾斜扶持畜牧业，为

三坝乡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3.2 合理布局，调整优化畜牧业内部结构

搞好畜牧业生产区域布局，是畜牧业实现基地

化、产业化发展的基础。根据三坝乡实际，在江边、

哈巴、瓦刷、白地 4 个村的大部分地区可以集中养

殖生猪、黄牛、山羊、土鸡；东坝、安南则可以发展牦

牛、山绵羊、土鸡养殖。可以在每个村选择 1个比较

相信科学，并且广大农户都愿意发展养殖业的村民

小组，让农户重点养殖 1种适合当地环境的牲畜，

建立养殖示范小区，并以点带面，带动全乡农户走

基地化的路子，多方面、多渠道争取各种项目资金

的支持，在合理优化布局的基础上，重点扶持养殖

小区级养殖重点户、示范户，加大扶持力度，加大服

务与引导，使三坝乡畜牧业健康、稳步发展。

3.3 继续强化畜牧业科技推广

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变，离不开畜牧业

科技措施的推广普及，应继续加大畜牧科技普及推

广力度，制定切实可行的引种计划，根据市场需要引

进优良种畜，并加强管理，使引进的种畜发挥最大效

益，尽快恢复哈巴、江边生猪供精点的生产，及加大

对肉牛冻精改良点的支持力度；针对全乡范围内种

猪缺乏的实际情况，引进一批适合当地的优良种猪。

同时开展有针对性的科学养畜培训班，特别是东坝、

安南及瓦刷村，让更多的农民懂得什么是科学养畜。

有计划地组织当地重点户、示范户农民到外地先进

的养殖场学习参观，使之掌握更多的科学养殖技术，

不断提高三坝乡农户养畜的科技含量。

3.4 强化畜禽疫病防治工作，确保畜牧业健康发展

多年来，三坝乡动物疫病防治工作坚持“以防为

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在畜牧业产业培植过程中，要

进一步加强与各村委的联系，加大防疫工作的宣传

力度，根据《动物防疫法》的相关规定，实行计划免疫

和强制免疫，加大对动物疫病防治的投入，一是要相

应提高村级防疫员的生活标准，二是要举办以村民

小组为单位的动物防疫培训班，并发放兽用器械，争

取做到每个村民小组有 1～2名防疫员。不断提高动

物防疫水平，力求做到不留死角。

3.5 加强畜牧兽医社会服务体系建设，提高服务和

管理能力，搞活市场流通

改善乡兽医工作人员的办公条件，给兽医工作

人员营造一个好的生活、工作环境，让科技人员进

得来、留得住。并制定切实可行的竞争机制，申请增

加基层中职和副高的岗位，提高畜牧科技人员的工

作积极性，提高服务质量，充分发扬畜牧科技工作

者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随叫随到、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兽医站工作人员在搞好本职

工作的同时，应树立商品意识，积极为农户提供畜

产品供求信息，联系外地客商，组织农户出栏，提高

商品率和出栏率，造就一支畜产品流通队伍，切实

为农民服务到位。

3.6 切实抓好屠宰检疫和产地检疫

畜产品质量关乎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要严格按照《动物检疫法》、《云南省检验检疫

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抓好屠宰监管，确保

肉品安全，做到不漏检不错检，保证消费者吃上“放

心肉”。目前哈巴畜禽产品交流活跃，建议定点屠宰

设在白地村。

3.7 切实加强对兽药、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的监管

力度

严格按照《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来监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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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药经营活动，杜绝无证经营和经营假劣兽药、饲料

及饲料添加剂。组织群众学习如何识别假劣兽药。

总之，要明确三坝乡畜牧业发展的总体思路，

即以市场为导向，以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为动力，

以疫病防控为保障，以搞活市场流通为突破口，走

以市场带养殖的路子，积极推进三坝乡畜牧业产业

化进程。正确引导养殖重点户、重点村向规模化、专

业化发展，以三坝乡生猪和肉牛成功打入香格里拉

市市场为契机，做大做强三坝乡生猪和肉牛产业，

同时引导其它畜禽产品闯出三坝乡，走向外面的市

场，从而带动三坝乡畜牧业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4 小 结

发现香格里拉市三坝乡畜牧业在政府的大力

扶持下，生产方式逐渐由分散饲养向专业化、规模

化方式转变；养殖户的专业化水平及市场意识也得

到提高；科技意识也不断增强。但仍然存在着诸多

问题，诸如自然环境恶劣、群众科学文化素质薄弱、

疫情防控不到位等问题严重制约着三坝乡畜牧业

的发展，根据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

相应的对策及建议，希望对三坝乡畜牧业的发展有

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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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饲料避开四误区

饲料是猪的唯一营养来源，饲料的好坏直接影响养猪的经济效益。但是有些养殖户在使用饲料中

存在误区。

1）鱼腥味浓不等于饲料中鱼粉多。有些养殖户往往以饲料的鱼腥味大小来评定饲料中鱼粉的含

量，以此判断浓缩料质量好坏的看法是不对的。当前市场上有种叫鱼腥香的添加剂，加到饲料中就显

得鱼腥味很浓，养猪场（户）要认识到这一点。

2）猪吃了就睡不能表明饲料好。猪有一定的生活习性，特别是 40 kg以下的小猪，每天中午前后

都有一定的玩耍时间。吃了就睡的猪是由于饲料中添加了镇静剂（安眠药），猪吃了镇静剂后破坏了其

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嗜睡。而镇静剂对猪的机体有降血压、降体温、心跳加快的作用，影响其正常代

谢。为此，国家对饲料行业早有规定，禁止添加这些药物。

3）粪便颜色无法证明饲料质量好坏。评定饲料质量好坏，要看饲料转化率的高低。有些养殖户认

为，猪排黑粪证明食用的饲料好，排黄粪证明食用了不好的饲料。个别饲料厂家为了迎合养殖户的心

理，在饲料中添加了一些对猪的生长发育没有作用的物质，如腐殖酸钠、血粉和 160 mg/kg以上的铜，

不但提高了饲料成本，增加了养猪户的负担，而且又没有明显的促生产作用。

4）猪咬尾并非是饲料营养不全所致。猪如果长期得不到必需的营养物质，如食盐、蛋白质或某些

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就会出现异食癖。目前，猪咬尾的原因说法不一，可能受猪群的密度、注射、环境条

件、光照强度以及缺乏某些营养等因素的影响。据笔者现场观察，咬尾猪体质量多为 10～40 kg，20 kg

左右体质量迟钝的猪咬尾尤为严重，哺乳期仔猪或超过 40 kg体质量以上的猪极少发生咬尾。猪 20 kg

左右时是喜斗时期，猪开始咬尾是为了玩，当咬破见血时就成了同栏猪的嗜好，多数猪对尾部出血的

猪出于好奇，前去舔吮或拱咬，这是造成猪咬尾的重要原因之一。

来源：搜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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