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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脉问诊解难题把脉问诊解难题 精准指导促提升精准指导促提升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调研指导奶牛产业发展—江苏省农业农村厅调研指导奶牛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杜兆侠 通讯员 单玉平

面对当前奶价下跌、饲料成本上涨
等情况，7月 22日—23日，江苏省农业
农村厅科技处处长姜雪忠、江苏现代农
业（奶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杨章
平来到连云港调研指导奶牛产业发展。

调研组先后来到江苏现代农业（奶
牛）产业技术体系连云港推广示范基地
——连云港绿缘牧业有限公司，江苏现
代农业（奶牛）产业技术体系东辛推广
示范基地——连云港东旺奶牛养殖有
限公司，查看了牛舍、犊牛岛、全自动

挤奶厅、牛粪回床垫料生产车间等，了
解了企业经营状况、疫病防治、粪污资
源化利用和机械化、智能化养殖，以及
牧草种植、鲜奶销售等情况，并与企业
负责人进行了深入交流。

调研组对连云港实施奶牛全混合
日粮 TMR精准饲喂、持续开展奶牛疫
病（人畜共患病）防控、扎实推进抗生
素减量化使用，推广实施奶牛生态健康
养殖，有力促进奶业高质量发展给予充
分肯定，并对下一步奶牛养殖、奶业发
展提出建议：一是继续深入开展产学研
结合，加强新技术的引进和推广应用，

依托数字化，打造智慧牧场，赋能奶牛
福利，提升奶牛养殖科技化、智能化水
平，为全省奶牛智慧养殖进行有益的探
索；二是继续探索、推广“玉米—苜蓿”
轮作技术，促进奶牛养殖优质牧草本土
化，有效缓解粗饲料短缺，降低奶牛养
殖成本，提高奶牛养殖效益，增加土地
产出率；三是加强种养结合、氨气减排
和粪污资源化利用，打造农牧耦合、种
养循环新模式，促进奶业扩量提质增
效，树立生态健康养殖标杆；四是充分
发挥奶牛产业技术体系推广示范基地
的引领作用，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建设优质奶源基地，为企业降本增效、
提高养殖效益贡献体系力量；五是构建
奶牛主要疫病监测防控体系，加强饲养
管理、减少奶牛疫病发生，提升综合防
控水平，助推奶业振兴和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近年来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
通过举办技术培训，观摩交流，加强疫病防
控，实施氨气减排和粪污资源化利用，探索

“玉米—苜蓿”轮作，推进种养结合等系列
举措，促进了全市奶业的发展。目前连云
港市存栏奶牛近3万余头，占全省奶牛养
殖近30%，年产鲜奶13万吨左右，奶牛规
模化、机械化水平均处于全省前列。

内蒙古自治区新增5家国家级畜禽
核心育种场

近日，农业农村部组织全国
畜禽遗传改良计划领导小组办
公室和专家委员会，开展了 2022
年国家畜禽核心育种场、良种扩
繁推广基地和核心种公猪站的
遴选、核验和变更审核等工作。
内蒙古 2家肉牛、2家羊、1家禽
核心育种场入选国家级畜禽核
心育种场，全区核心育种场数量
达到20家，牛羊核心育种场数量
保持全国首位，核心育种场总数
晋全国第二位，进一步巩固了内
蒙古牛羊育种创新能力和种源
供给能力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今年，农牧厅通过“跑部进
京”努力争取，国家肉羊遗传评
估中心、国家肉羊生产性能测定
中心落地内蒙古大学草原家畜
种质创新基地，国家肉牛生产性
能测定中心落地锡林郭勒盟乌
拉盖，切实提高内蒙古肉牛肉羊
生产性能测定技术水平，推动牛
羊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种质资源保护利用方面，全
面开展了全区畜禽遗传资源普
查工作，优质地方品种乌珠穆沁
羊和蒙古马入选国家十大优异
畜禽遗传资源，认定了 2家自治
区畜禽遗传资源基因库。建设
了蒙古牛、苏尼特羊、乌珠穆沁
羊、内蒙古绒山羊（阿尔巴斯
型）、内蒙古绒山羊（二狼山型）、
国家级内蒙古绒山羊（阿拉善
型）、阿拉善双峰驼、敖鲁古雅驯
鹿等 11 个国家级保种场（保护
区），数量居全国第4位。

育种创新方面，今年内蒙古
启动了肉牛、肉羊、生猪育种联
合攻关项目，通过整合涉农科研
院所、高校和企业等各类资源，
组建“牵头单位+首席专家+创新

团队+优势企业”的育种体系，着
力解决资源分散、单打独斗、形
不成合力的问题，锻造长板、补
足短板，计划给予五年以上持续
支持，力争打造全国领先的牛羊
育种体系，培育3—5家在全国有
较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领军企
业，保持畜禽育种全国领先优
势。

目前，内蒙古培育的国内排
名前 100的西门塔尔、荷斯坦种
公牛数量均居全国前列，华西
牛、杜蒙羊等优良品种陆续通过
国家审定。出台奶牛育种奖励
政策，奶牛规模养殖场良种覆盖
率达到 100%、奶牛种业产销居
全国首位。赤峰家育种猪群体
规模和性能指标居全国前列。

聚焦牛羊种源基地建设，统
筹安排国家和自治区种业项目
资金 3775万元，形成 9条措施支
持华西牛持续选育、良种扩繁、
推广应用等工作，与锡林郭勒盟
委、行署主动对接，研究制定了
《支持锡林郭勒盟建设华西牛种
源基地实施方案》，全力推进华
西牛种源基地建设。

全区现有国家级肉牛、肉羊
核心育种场 14 家，种公牛站 5
家，数量均居全国第一，具备年
提供 20万只种羊和 1000万剂优
质牛冻精的生产能力，既能满足
区内需求，又能向区外供种。

今年以来内蒙古积极争取
国家种业资金，统筹中央、自治
区种业振兴资金近亿元，用于肉
牛、肉羊育种攻关和种源基地建
设，保持牛、羊种业全国领先优
势，为国家种业振兴做出内蒙古
贡献。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

地方资讯地方资讯

广西推进动物强制免疫“先打后补”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

农村厅、财政厅联合印发《2023
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
灾资金（动物防疫补助）项目实
施方案》，在全区开展强制免疫、
强制扑杀和销毁以及养殖环节
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等方面工作。

据悉，中央财政共下达广西
2023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
利救灾资金（动物防疫补助）2.62
亿元，主要用于动物疫病强制免
疫补助、强制扑杀和销毁补助、
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
助等方面支出。

《方案》要求各设区市、县
（市、区）要按照自治区部署，组
织开展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
疫，定期开展免疫监测，对免疫
抗体不达标的及时补免，确保
强制免疫病种抗体合格率常年
保持在 70%以上。强化以绩效

评价结果为导向的项目和资金
安排机制，将春秋防抽检的强
制免疫合格率等指标作为资金
分配的重要依据。同时，全面
推进强制免疫“先打后补”。
2023年规模化养殖场强制免疫
要原则上实现“先打后补”，全
部实行自主采购疫苗、自行开
展免疫，免疫合格后申请“先打
后补”资金，不得申领自治区政
府采购的强制免疫疫苗。“先打
后补”补助、无害化处理补助应
全部通过全区统一的信息监管
平台申报、审核。

据安排，中央资金下达市、
县级财政后 3个月内（即2023年
8月24日前），全部将“先打后补”
补助、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
理补助、畜禽强制扑杀和销毁补
助兑付给补助对象。

（陈静 宁思尧）

甘肃省广河县：水培牧草让牛羊吃上
“营养餐”

甘肃省广河县以打造绿色
牛羊肉生产基地为目标，鼓励支
持养殖主体主动创新，发展现代
化科学种养殖技术。近日，该县
买家巷镇曹家坡村温室大棚成
功育出第一批水培牧草，实现了
养殖节本增效，也标志着该县在
打造绿色牛羊肉品牌方面迈出
了坚实的一步。

据了解，该县在买家巷镇少
祥农牧专业合作社建立了第一
家大麦温棚水培试验点，温棚内
立体式种槽架及喷淋、光照、温
湿度检测等设施一应俱全，在县
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的帮助下，

温室大棚成功试种出水培牧
草。水培牧草一斤种子可产生
6—7斤牧草，含 25%—30%的蛋
白质、氨基酸和维生素等，无任
何添加剂，营养丰富，且种植不
受季节限制，可以直接作为牛羊
的饲料。

今年以来，该县坚持以科技
创新为动力，积极推进“种养结
合、资源循环、生态发展”的现代
化、标准化、科学化养殖模式，打
造智慧养殖、智慧畜牧等现代化
生产体系，推动畜牧养殖业向数
字化、智能化发展。

（马正兰）

近日，在河北省黄骅旱碱麦迎来丰收的同时，当地的19万亩苜蓿也即将迎来第

二茬收割。在位于黄骅市羊三木乡辛庄村的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沧州综合试验

站，连片的苜蓿流青滴翠、迎风摇曳。记者在这里见到了正在查看苜蓿长势的刘忠

宽，这位“比庄稼人还像庄稼人”的博士告诉记者，这片绿油油的“草原”以前是一片白

花花的盐荒地。作为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沧州综合试验站负责人、河北省现代农

业产业技术体系草业创新团队首席专家、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农业资源环境研究所研

究员，54岁的刘忠宽与苜蓿打了几十年交道。

扎根盐碱地的扎根盐碱地的““草博士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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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晁 王恩钊

“一般当土壤含盐量大于千分之三
时，小麦出苗就受影响，通过技术改良，
我们实现了在中重度盐碱地上成功建植
苜蓿。”刘忠宽说，他的目标就是帮助农
民最大限度发挥盐碱地效用，宜粮则粮、
宜牧则牧，在盐碱度较高不适宜种粮的
地方积极拓展其他适宜作物。

从“盐碱白”到“牧草绿”，刘忠宽扎
根沧州近20年，在盐碱地改良利用、牧草
产业技术研发等方面带领团队研发推广
先进技术，各项技术累计示范应用 260
余万亩，帮助农民增收7亿余元。

拳拳“寸草心”
2004年，草学博士毕业后，刘忠宽进

入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工作。当时，牧草
种植在河北已具有一定规模，但牧草研
究领域尚是一片空白，于是他把目光投
向沧州一带的盐碱地。

第一站，他来到了南皮县乌马营镇，
从当地农户手里租了10亩土地，一边种
苜蓿一边搞科研。回忆当初，刘忠宽直
言太艰苦了，当时可谓是“一无所有”：没
有平台，没有团队，经费紧张……他带着
助手刘振宇组成了两个人的“科研小
组”，借住在当地老乡家。

选种、购买农具肥料、平整土地、挖
水渠、犁地、种植……他们把 10亩地分
成了几十块试验田，精心侍弄。那时每
天天不亮，他们就要到地里观测，常常一
待就是10多个小时，饿了就吃自带的干
粮，累了就直接躺在地里休息，高强度的
作业，让二人经常累得直不起腰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 3年多的精
心种植，刘忠宽成功研究出了一套从品
种选育，到种植、收获，再到病虫害防治
的成熟技术模式。

白天“长”在田间地头，夜晚孤灯相
伴。刘振宇说，当时国家关于牧草方面
的科研项目少，刘老师便抓住每一个争
取项目的机会，做调查、写方案，他屋里
的灯总是亮到后半夜……“当时我们的

项目方案总是提交最快、写得最好，都是
因为刘老师前期的大量工作。”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2008年，国
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启动，刘忠宽争取
到了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沧州综合试
验站项目并担任站长，从此他们有了稳
定的经费支持。也是在这一年，原来的
试验站用地因修建高速公路被征收，他
又辗转到黄骅、南大港管理区（现已合并
到黄骅市），在这两个地方分别建立了
200亩的盐碱地改良与利用试验基地。

让盐碱地上绽新绿
“盐碱地种植苜蓿的关键就是保苗，

只要保住苗，后续就相对容易了。”刘忠
宽告诉记者，南大港基地的一块试验地
距渤海仅有5公里，光照强、常年有风、水
蒸发量大。苜蓿是小籽的豆科牧草，幼
苗破土能力弱，一般播种深度要求 1—
1.5厘米。他们在雨后播种后发现，苜蓿
出苗特别差。

经过调查研究，土层水分快速蒸
发造成萌发期种子极度缺水是主因。
进一步观察还发现，快速蒸发失水的
土层为 5厘米以上的土壤，而 5厘米以
下土层水分保持较好。结合观摩学习
当地农民大田生产方法，刘忠宽团队
提出了盐碱地苜蓿深开沟浅覆土播种
技术。“因为盐是往上走的，坑挖得深，
不仅能躲开盐，还能充分利用微咸水，
让植物在中间层有个低盐的状态，原
来苜蓿的出苗率只有 40%左右，现在
达到了 90%，保证了苜蓿的基本苗。”

紫花苜蓿一年可以收割 4至 5茬，
播种一次，雨养旱作，可以收获四五
年。2008年，刘忠宽在一线调研时发
现，苜蓿利用年限长、退化重、产量低、
品质差，是制约黄骅苜蓿产业发展的主
要因素，而老苜蓿地直接翻耕种植苜蓿
成苗率又比较低。针对这些问题，他安
排大量相关试验，研究苜蓿种植年限与
产量和品质的对应关系，以及苜蓿连作
障碍因子、苜蓿与小麦玉米轮作效应
等。经过 5年多的研究与实践，最终形

成了“5+1”苜蓿与冬小麦、夏玉米轮作
模式，即种植苜蓿 4—5年后，翻耕轮种
旱碱麦、夏玉米 1—2年，可实现 6—7年
轮作周期内亩均纯收入超千元，与传统
冬小麦—夏玉米轮作种植模式相比，小
麦玉米单产提高40%—50%。这个模式
也成为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业主推技术
和河北省“藏粮于地”“绿色发展”农业
主推绿色模式。

根系复壮技术、中重度盐碱地绿肥+
苜蓿梯次改良利用技术……刘忠宽带领
团队提出关键技术20余项，其中形成农
业农村部全国农业主推技术2项，河北省
农业农村厅全省农业主推技术5项。

提升苜蓿品质助增收
苜蓿是最主要的豆科饲用作物，是

目前奶牛饲草的主要食物源，不仅能为
奶牛提供优质蛋白，还能增强家畜的免
疫力，被誉为“牧草之王”。科学种植耐
盐碱高产苜蓿新品种，不仅能够改良土
壤，还能够缓解优质饲草短缺局面。

2008年，刘忠宽将试验站搬到黄骅
市之前，当地的紫花苜蓿品质以三级及
以下为主，如今当地的苜蓿产品中，二
级及以上占比 70%，其中一级占比超过
30%。

过去当地苜蓿品质不高和收割、存
储有很大关系。刘忠宽介绍，沧州的苜
蓿种植户和企业大多都是靠自然晾晒
成干草储存，由于苜蓿第二、三茬收割
期正赶上雨季，晾晒过程中一旦淋雨便
会造成损失。此外，收割时混入的泥
土，自然晾晒过程中的光化学反应，都
会影响苜蓿品质，降低蛋白质含量。

“如果解决了这一问题，沧州的苜
蓿品质将有一个质的飞跃”，查阅了大
量资料，刘忠宽发现这块是空白，他决
心趟出一条路来。“当时中国农大的一
个教授说，高水分青贮那简直就是一个
梦，他觉得我这个梦做不成。”刘忠宽的
字典里没有节假日，经过10年持续不断
地研究，高水分苜蓿青贮技术中“控水”

“调糖”“促菌”三大难题最终被一一攻

破，梦想最终成为现实！
收割时将苜蓿切碎装到运料车，全

程苜蓿不落地，通过添加农产品或食品
加工副产物等，将苜蓿进行拉伸膜裹包
青贮、窖贮、袋装式青贮、堆贮等，在不破
包的情况下，这种技术可保证苜蓿3年品
质如新。“2016年10月，我们在南大港的
5个青贮窖一打开，苜蓿的颜色和味道都
非常好，各项试验指数也达标，在场的科
研人员都很兴奋。”从质疑到震惊，2019
年这项技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21年入选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业主推技
术。

黄骅市丰茂盛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是国家级牧草产业技术体系草产品研发
示范基地，主营业务是苜蓿等牧草的种
植、收储及加工。谈到公司的发展历程，
总经理高立强特别感谢刘忠宽的技术支
持。他说：“公司前身仅是一个注册资金
几万元的合作社，苜蓿的产量和品质得
不到保障，经营风险很高。自2009年与
刘博士开展合作以来，品种和技术都有
了保障，现在年销售额达到 3000万元，
并被认定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企业。”

科研成果只有得到应用，才能真正
体现其价值。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是沧
州试验站多年来始终坚持的主导科研思
路。“在刘忠宽团队的推动下，黄骅市的
苜蓿种植面积已达到了19万亩，产量达
到14.8万吨，整个苜蓿产业产值已突破4
亿元大关。”黄骅市农业局饲草站站长于
合兴介绍，君乐宝、蒙牛等知名奶企，与
沧州多家苜蓿种植企业签约合作，新型
苜蓿宠物饲料在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
台大放光彩……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河北省科技
进步二等奖、河北省山区创业一等奖，省
直机关“共产党员先锋岗”、“沧州市2021
年度十大新闻人物”……面对荣誉和成
绩，刘忠宽更看重的是百姓丰收的喜悦，
他说自己的目标就是继续助力苜蓿产业
发展与盐碱地高效利用，努力让盐碱地
结出更多“梦想之果”，让曾经靠天吃饭
的百姓过得更富足。

□李道忠 张杰

一台台省时高效的自动喂料机、一
排排集中生产的鱼骨式挤奶机……这是
新疆乌苏市通过增牛羊、兴奶业、发展特
色养殖等措施，畜牧业养殖提质增效的
新气象。

“一台自动喂料机可以容纳一吨的
饲草料，补给一次可以够羊群吃上7—10
天。”乌苏市八十四户乡兴牧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马致俊说。

兴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刚成立时
只有资金入股的5人，现在已经有了8位社
员。他们养殖的山羊是萨福克种羊和哈萨

克母羊杂交的优质品种，这种杂交品种不
仅肉多，而且剪下来的羊毛品质也好。

“下午5点多，奶牛就会来到养殖场
的挤奶厅，它们已经养成习惯了。”同信
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位于乌苏市哈
图布呼镇，合作社负责人贾光辉指着一
排排吸附着鱼骨式挤奶机的奶牛说，“政
府帮助我们建立了这个养殖基地，让我
们把奶牛集中在这里统一养殖、统一挤
奶、统一销售。”

据了解，现在新鲜牛奶的统一收购
价是每公斤3.2元，企业收购后通过巴氏
杀菌和集中处理等工序，将新鲜牛奶加
工成袋装奶，销往克拉玛依和独山子等

地区，每公斤可达到5.4元。
“我从2015年开始养鸵鸟至今已经

有8年了，主要养殖的是非洲鸵鸟和澳洲
鸵鸟，带动了70户农民。”乌苏市八十四
户乡喜迎新丝路鸵鸟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吴玉龙说，“我们将鸵鸟苗子出
售给养殖户，通过建立微信群的方式进
行鸵鸟养殖技术指导，每只鸵鸟帮助养
殖户增收1000元。”

通过引入标准化的保温设备，合作
社提高了鸵鸟蛋的人工孵化效率。并且
通过寻求代加工的方式，合作社向分散
的养殖户回收产品制作鸵鸟蛋、鸵鸟肉
等食品，用鸵鸟的脂肪制作香皂、面膜和

护手霜等护肤品，用鸵鸟的皮革来制作
皮带、球鞋和手提包等。

“凭借已经开发出的20余种鸵鸟系
列产品，我们在乌苏市、沙湾市、奇台县
和裕民县开设了4家连锁专卖店，每年能
有50万元的纯收入。”吴玉龙说，“目前我
们也在发展试养殖金华两头乌、鸸鹋，下
一步我们准备继续扩大鸵鸟养殖规模，
计划新修建100多亩的鸵鸟养殖场。”

畜牧业养殖的提质增效，不仅让乌
苏市实现了增牛羊、兴奶业、发展特色养
殖方面的自动化、集约化、现代化，还通
过完善畜牧养殖的产业链实现了三产的
融合。

新疆乌苏市新疆乌苏市：：牛羊增牛羊增 奶业兴奶业兴 三产融三产融

■■刘忠宽刘忠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