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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云南省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涵盖全省 16个州市 112 个县（市、区）289.12万户 1 446.52

万人。实施禁牧补助 182.07万 hm2，草畜平衡奖励 1 004.6万 hm2，牧草良种补贴面积 48.07万 hm2，享受牧民生产

资料综合补贴 3.43万户。2011-2014年项目实施以来，共计投入资金 19.166亿元，落实了草原保护建设制度，推

动了云南省草原生态环境改善、草牧业发展，加快了生产方式转变，取得了较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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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云南省草原基本情况

云南省位于祖国西南边陲，是世界“屋脊”青藏

高原东南的延伸部分，是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红

河、珠江等大江大河流经地与发源地，独特的地理

和气候条件形成了草地类型的多样性。全省有草

地总面积 1 526.67 万 hm2，其中可利用草地面积

1 186.67万 hm2，按地理气候分为暖性灌草丛、暖性

草丛、热性灌草丛、热性草丛、干热稀树灌草丛、山

地草甸、高寒草甸等 7个草地类型。其中，暖性灌草

丛草地 71.45万 hm2，暖性草丛草地 75.82万 hm2，热

性灌草丛草地 709.00万 hm2，热性草丛草地 81.47

万 hm2，干热稀树灌草丛草地 88.22万 hm2，山地草

甸草地 136.53万 hm2，高寒草甸草地 24.17万 hm2。

丰富的草地及饲草资源，为云南草食畜牧业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

实施情况

1）资金兑付情况。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补奖资

金采取直补的方式兑付到户。资金兑付严格按照农

业部和财政部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进行，做到专款

专用。省、州（市）、县（市、区）财政部门逐级下拨资

金，县级财政会同农业（畜牧）部门按照国家和省级

规定的资金兑付程序，在经过申报、核实、村级公示、

汇总上报补奖面积后，县级财政按照核实的补奖面

积和补奖清册以“一折通”或“一卡通”的方式直接兑

付到农牧户。2011-2014年度云南省草原补奖资金

已全部兑付到农牧户，每年兑付资金 40 705万元，

其中禁牧补助资金 16 386万元，草畜平衡奖励资金

22 604万元，牧民生产资料综合补贴 1 715万元。

云南省牧草良种补贴资金实行项目管理，每年

计划实施面积为 20.39万 hm2，补贴资金 7 210万

元。由县（市、区）农业（畜牧兽医）局作为项目实施

单位，对改良多年生人工草地和建植一年生牧草地

进行补助。从 2011年到 2014年年底，已完成草地

改良和建植补贴 90.00万 hm2，其中，2011年 22.94

万 hm2，2012 年 23.1 万 hm2，2013 年 23.59 万 hm2，

2014年 20.37万 hm2。

2）资金使用管理情况。2011-2014年，草原生态

补奖资金全部拨付到项目实施县（市、区），各县

（市、区）按照核实的农牧户基础信息和省级批复及

时兑付到农牧户。实施项目管理的人工牧草良种补

贴也在项目县农业（畜牧兽医）部门的努力下，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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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资金，超额完成省级批复的实施面积。

3）项目管理情况。一是加强草原补奖项目工作

经费的监督检查，确保绩效考核奖励资金用于草原

补奖的各项工作，严禁项目经费被挪用。二是严格

项目管理。要求项目实施县（市、区）编制实施方案，

明确建设地点、建设内容、补助标准，由省级组织有

关专家对实施方案进行审查，并经云南省农业厅和

省财政厅批复后，项目县（市、区）按照省级批复的

实施方案进行组织实施。

3 政策实施成效

1）草原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对全省实施草原生

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草原样地进行监测与评估，

结果表明，2014年草原禁牧区和草畜平衡区草地植

被覆盖度达 93.92%，高度达 35.17 cm，鲜草产量达

7 672 kg/hm2，可食鲜草产量达 6 598 kg/hm2，分别

比补奖政策实施前提高 70.13%、94.12%、99.02%和

159.32%。草地生态环境得到很大改善，生态功能得

到有效提高。

2）促进了草牧业的健康发展。通过落实禁牧和

草畜平衡制度，推动了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

变，使“粮、经、饲”三元结构的配置更加合理，有效

提高了牧区土地及草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促进了

牧区畜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和草牧业可持续

发展，开启了草原休养生息的新时代。2014年，全省

天然草原鲜草总产量达到 9 578.38万 t，较项目实

施前增加 99.7%。载畜能力约为 3 657.37万个羊单

位，增加 46.05%，牧民饲草供给条件大为改善。2014

年，云南省存栏肉牛 1 118.9万头，出栏 412.5万

头，肉牛产量达 49.37 万 t，产值达 248.05 亿元，分

别 比 2010 年 增 长 14.10% 、28.35% 、34.30% 和

37.05%。存栏肉羊 1 332万只，出栏肉羊 888.6万

只，羊肉产量达 20.17万 t，产值达 98亿元，分别比

2010年增长 21.32%、34.30%、32.90%和 33.10%。实

现了禁牧不禁养、减畜不减产、牧民不减收、畜产品

有效供给的目标。

3）推动了农牧民收入的稳定增长。通过落实草

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每年仅政策补贴就直接为农牧

户增加收入 4.7915亿元。迪庆州香格里拉市格咱村

委会，户均补奖政策收入达 5 405元，最高达 9 038

元。通过转变生产方式，强化配套技术的推广应用，

促进了草地畜牧业健康发展，农牧民收入也得到快

速增长。2014年，全省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 7 456

元，比 2010年增长 65.38%。迪庆州 2014年农牧民

人均纯收入达 5 865元，比 2010年增长 74.4%，增

幅高于全省 9.02个百分点。

4）推动了草原保护建设制度的落实。一是推动

了基本草原保护制度的落实。在草原生态保护补奖

政策的推动下，全省划定基本草原 1 186.67万 hm2，

并发放了草原所有权证。二是推动了禁牧休牧制度

的落实。全省划定禁牧草地 182.07万 hm2，并设立了

禁牧标识牌，出台了禁牧管理办法，落实了村级草管

员，禁牧制度得到有效落实。三是推动了草畜平衡制

度的落实。全省落实草畜平衡草地 1 004.6万 hm2，

并出台了草畜平衡管理办法和草原载畜量核定标

准，草畜平衡管理工作有序推进，成效明显。

5）推动了草原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在草原

生态补奖政策的推动下，按照“草有其主、主有其

权、权有其责、责有其利”的目标，把全省 1 186.67

万 hm2可利用草地全部承包到户或联户，并颁发了

使用权证和签订了承包合同，同时建立了“产权归

属清晰、经营主体到位、权责划分明确、利益保障严

格、流转程序规范、经营服务有效”的草原保护建设

制度。通过落实草原承包工作，确定了草原的“权、

责、利”，理顺了草原“管、护、用、建”的权属关系，改

变了农牧民原有的“草原无价、使用无度、破坏无

责”的观念，“管好自己的牲畜，守好自家的草场”已

成为广大农牧民的自觉行动。

6）推动了草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实施草原生

态保护补奖政策以来，云南省把草原禁牧、草畜平

衡管理等制度的落实与转变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

有机结合，实践探索和总结了草原禁牧制度能落

实、草原超载牲畜减得下、草原畜牧业健康发展的

“草原畜牧业发展模式”，初步形成了以龙头企业为

引领、养殖合作组织和中介服务组织为纽带、家庭

牧场和养殖大户为骨干的“龙头企业带动”发展模

式；以牧区扩繁、农区育肥的“区域互动”发展模式；

以草原畜牧业、牧草产业、秸秆饲料加工业和青贮

玉米种植业联动发展的“产业联动”发展模式。这些

模式体现了云南省草原畜牧业的发展方向，显示出

极强的生命力，有效减轻了天然草原放牧压力和推

动了草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

7）提高了社会资本投资草原保护建设的积极

性。通过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社会对草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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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度进一步提高，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农业龙头

企业开始涉足草原保护建设工作，对草原保护建设

的推动作用进一步显现。如临沧市镇康县如意集团，

投资近 2.5 亿元，流转草原承包经营权2 666.67

hm2，文山州砚山县天圣牧业公司流转草原承包经

营权近 4 000 hm2，对天然草原进行改良、建植人工

草地和推行“以草定畜、划区轮牧、舍饲圈养”等措

施，有效解决了云南省草原承包到户面积少，难以

有效保护建设的问题。

8）推动了人工牧草的产业化经营。通过龙头

企业带动，新型经营主体推动，使人工牧草种得出

来、卖得出去，加快了人工牧草产业化进程，提高

了人工牧草种植效益。如临沧市云县云南绿生饲

草有限公司与当地农户联合种植高产牧草，自

2012 年以来，公司投入 1.2 亿元建成年产 20 万 t

草产品生产线 6 条，收购牧草加工草产品，人工牧

草种植已成为当地农牧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和新的

经济增长点。

摘要 四川昭觉县畜牧业近年来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专业技术人才匮乏，畜

牧生产规模小、投入不足等方面，严重制约了畜牧业的发展，对此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 畜牧业；发展现状；制约因素；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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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觉县地处凉山州腹心地带，是彝族聚居的半

农半牧高寒山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昭觉县幅员

面积 2 699 km2，辖 47 个乡（镇），总人口 29.2 万，

农业耕地 2万余公顷，草山草坡 15.07万 hm2。昭觉

县立足工业基础薄弱，畜牧业发展潜力相对较大的

县情，始终把发展现代畜牧业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

要产业和抓手，并作为经济发展战略中农业产业化

发展的一大支柱产业来加以推进，坚持“打基础、强

素质、增后劲、求突破”的发展思路，使昭觉县畜牧

业快速健康发展。

1 畜牧业发展现状

1）畜牧业经济持续增长。近年来，昭觉县坚持

“打基础、强素质、增后劲、求突破”的发展思路，强

化草料建设、突出品种改良、狠抓疫病防治，实施标

准化生产，建设省级现代畜牧业重点县，畜牧业生

产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2015年，昭觉县四畜存

栏 81.5万头（只），全年四畜出栏 53.2万头（只），肉

类总产量达 2.23万 t，牧业产值 8.1亿元。

2）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实施兽医体制改革，乡

镇兽医站疫苗储存及畜禽良种技术推广等设施设

备建设项目，动物疫病防治基础和设施不断改善，

动物疫病检验化验设备逐步齐全，初步具备了动物

疫病检验和诊断的条件，为科学防控重大动物疫

病，保障畜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大面积种植

优质、高产人工草地，改善了草原生态环境，提高牧

草产量，增加饲草供给，年种植光叶紫花苕 2.2万

hm2以上，多年生优质牧草保留面积达 0.4万 hm2以

上，牛羊等草食畜牧业进一步发展，养殖效益明显

提高。

3）品种改良成绩斐然。经过国家“七五”、“八

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的实施，凉山半细毛羊改良

存栏数占绵羊存栏数的 90%以上，提高了养羊业生

产水平和商品率；认真开展黄牛改良，开展西门塔

尔牛冷冻精液配种改良工作，引进高代西杂种公牛

开展本交改良，昭觉县西杂牛存栏达 9 879头，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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