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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百姓的生活。

到目前为止，全县的农牧民已经习惯了牲畜的

舍饲管理，草原已全部得到了禁牧。

2016年国家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

策启动，进一步改善草原生态环境，增加牧民收入

水平，实现了草原生态与经济和谐发展。

摘要 几年来，十堰市通过实施“百万商品山羊工程”，促进了辖区山羊产业快速发展，笔者在调查分析产业

现状、问题的同时，提出了推动产业发展的具体建议：扩大种源，挖掘潜力；发展草业，夯实基础；培植品牌，壮大

特色；修订政策，驱动发展；健全体系，优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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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市为推动山羊产业发展，2009年组织开展

实施“百万商品山羊工程”，2013年山羊出栏量突破

100万只，2016年达到 112.48万只，产值 14.3亿元。

虽然通过实施该工程，山羊产业得到迅速发展，但

是目前产业发展仍然存在种源体系建设滞后、草畜

矛盾比较突出、特色养殖发展缓慢等问题亟待解

决，本文在调查现状、分析问题的基础上，结合生产

实际，提出了具体对策，希冀进一步推动本辖区山

羊产业稳定、可持续发展。

1 山羊产业现状及特点

1）规模养殖翻一番。2016年，全市山羊规模养

殖场（年出栏≥100只）达到 2 819个，较 2011年增

加 1 861个，增幅高达 194.26%；出栏量 46.8万只，

较 2011年增加 28.7万只，增幅 158.56%；占当年山

羊出栏总量的 41.61%，较 2011年提高了 21.51%。

2）出栏总量破纪录。2013年十堰市市山羊饲

养量 207.38 万只，出栏量突破历史记录，达到

100.19 万只。2016年饲养量、出栏量为 220.5万只

和 112.48万只，与 2008年相比，其饲养量、出栏量

增幅分别达到 77.22%、84.33%。

3）羊肉产量高增长。2016年，十堰山羊羊肉产

量为 16 854 t，比 2008 年增加 7 701 t，总增幅

84.14%，年平均增长 10.52%。

4）羊业产值稳攀升。多年来，全市山羊产业产

值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16年，全市山羊产业总产

值为 14.3亿元，较 2008年增加 65 418万元，总增

幅 84.33%，平均增长速度为 10.54%。

5）政策扶持有力度。2009年，十堰市政府开始

实施“百万商品山羊工程”，十堰市及辖区 6个县市

区均成立了山羊产业办公室，且管理机构延伸到乡

镇。2010年，“十堰市马头山羊研究所”成立。同时，

市、县均设立了山羊产业财政扶持专项资金，对养

羊大户和规模养羊场，实行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等

奖励政策，有力推进了全市山羊产业规模化、标准

化发展进程。

2 存在的问题

1）草畜矛盾比较突出。本市规模羊场数量大、规

模小，究其根本原因，就是饲料、饲草严重匮乏。而导

致草畜矛盾突出的主要原因在于草场广、利用率低，

耕地少、粮草争地，粮食俏、人畜争粮，秸秆丰、加工

薄弱，饲草饲料产业体系不完善、不发达，已成为当

前制约本地山羊产业稳定发展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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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种源体系建设滞后。一是马头山羊纯种繁育

基地缺乏。目前，仅有郧西县兴源合作社种羊场为

全市唯一项目支持的马头山羊纯繁场，但由于规模

小、产量低，生产能力远不能满足需求，其他养羊场

种羊来源只能依赖市场购买，导致地方品种质量

差、比重低。二是引进种肉羊品种混杂。本市主要引

进有波尔山羊、努比山羊、三江黄羊、白山羊，多数

来自四川、山东、重庆等地，因质量参差不齐，杂交

效果难以显现。

3）特色养殖发展缓慢。全市山羊产业发展虽

快，但均以饲养商品肉羊为主导，而“养殖 +特色”

模式创新很少，导致产业链条短、山羊产品单一、特

色品牌缺乏、养殖效益较低。既不能适应市场多元

化发展趋势，亦不能满足消费者差异化需求。

4）财政资金保障有限。虽然市、县两级政府都

建立了山羊产业扶持专项资金，但是财政投入十分

有限，加之产业飞速发展，规模养殖场急剧增加，故

而只能是杯水车薪，扶持覆盖面小，扶持资金量甚

微，不能有效调动养殖场户、企业生产积极性，优惠

政策效能难以彰显。

5）技术服务面窄力弱。一是各级畜牧技术推广

机构人员少、经费缺、范围广、任务重，导致想作为

而难以作为。二是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服务功

能比较薄弱。三是部分业主科学养羊观念较差，专

业技术缺乏，由于思想不重视、文化底子薄、无专业

基础，直接影响其技能提升。四是组织技术指导、培

训方法比较单一，创新不够，效果不显著。

3 思考与建议

1）扩大种源，挖掘潜力。坚持保种与利用并行，

纯繁与杂交并重，特色与良种共进，短期与长远兼

顾，绿色与效益双赢，应持续抓好马头山羊地方优

良品种的保护、开发、利用，着力抓好基地建设、扩

规增容，努力抓好基因保护、培育良种，全力抓好山

羊杂交、挖掘潜力，保障地方优良山羊品种资源永

续利用，促进山羊产业提质增效。

2）发展草业，夯实基础。因地制宜，扬长避短，

科学规划，统筹兼顾，积极发展饲料、饲草产业，尤

其是要重点抓好草场改良、人工种草、秸秆加工、粮

饲轮作等，夯实山羊产业发展之基础，为产业深化

改革、转型升级、稳定发展提供可靠保障。

3）培植品牌，壮大特色。以马头山羊被定为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为契机，多措并举，努力培植、

壮大地方特色产业。一是坚持以马头山羊为主、引

进良种为辅原则，优先发展马头山羊商品肉羊，发

挥地方良种优势，打造特色肉羊产业。二是紧密结

合实际，积极引入、培育羊肉加工企业，开展产品深

加工，提升产品质量和品质，紧盯市场，生产精品，

创建品牌。三是在抓好产肉型山羊产业的同时，积

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倡导发展种养型、草地

型、休闲型、体验型等山羊产业，推动特色化、多元

化快速发展。

4）修订政策，驱动发展。全市应组织一次山羊

产业的全面调查摸底，深入了解和掌握山羊产业发

展现状、存在的问题，科学研判发展趋势，并根据调

查结果，结合本地实际，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以产

业布局、组织协调、资金投入、项目建设、政策扶持、

技术保障为重点，全方位统筹谋划，全方面制定政

策，充分发挥优惠政策的引领、导向作用，为山羊产

业跨越式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5）健全体系，优化服务。一是牢固树立科学养

羊、科技兴牧发展理念，加强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加

大政府财政投入，确保技术推广工作顺利开展；二

是完善产业合作社、联合体、协会等组织，强化社会

化服务功能；三是开展培训模式创新，积极探索校

企联合培训、加盟名企管理、专家包场指导、网络平

台服务等技术培训新模式、新途径，进一步全面快

速提升十堰市山羊养殖的科学饲养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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