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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蜜

风吹苜蓿，绿油油的茎叶随风摆
动，廖师傅远远看到张志飞，“张老师来
了”，他迎着走过来，丰收在望的喜悦挂
在他脸上。“种苜蓿草有赚头。”廖师傅
悄悄跟张志飞算了一笔经济账，“传统
农作物亩产值大约是1500元左右，改种
苜蓿有 3200元。天天可以照顾家里老
人、孩子，比我以前在外面打工划算得
多。”

团队成员察看苜蓿长势，询问生产
进展，详细记录夏秋季病虫害发生情
况，初步分析预判第一茬苜蓿产量在秋
季可能受到的影响。在德人牧业机器
轰鸣的青贮加工车间，他们与技术人员
讨论青贮加工问题的解决办法。

科技创新助力“奶牛口粮”生产
2014年，棉花产业低迷导致大量棉

田弃种，其他传统经济作物种植也一度
不景气。常德市西湖管理区西洲乡政
府引进牛奶乳品企业——德人牧业为
发展经济的重点对象，同时，经过梳理，
选择苜蓿为替代作物。种养结合，既解
决土地闲置问题，又为奶牛解决粗饲料
供给问题。政府认定，有它们就不怕不
脱困。

落户西湖大草原的德人牧业筹划：
通过合作社规模化种植苜蓿，实现奶企
优质蛋白饲料自给自足，保障产业链畅
通，发展高质量奶业。德人牧业一心想

“种好草、养好牛、产好奶”。
种出奶牛口粮，护好“奶瓶子”。德

人牧业多方寻觅，最终把目光聚焦到了
以张志飞教授为首的饲草学团队。利
用现代生物技术让饲草产业更好服务
于动物生产，张志飞团队的科研理念与
企业的发展方向不谋而合。

在“粮经饲统筹、种养加一体”的产
业结构、种植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团队
对优质饲草（紫花苜蓿、籽粒苋等）种质
资源收集评价、高效栽培与青贮加工等
已经积累了有价值的研究经验，团队的
科研实力为企业发展注入了活力。

“让紫花苜蓿安家落户”——企业
的愿景使张志飞犯了难。苜蓿落地生
根容易，规模化发展却不简单。上世纪

80年代，“牧草之王”紫花苜蓿被引进湖
南，止步于试验地。张志飞担心千亩苜
蓿种不出，奶牛饿肚子，团队受打击。
深思熟虑，权衡利弊，团队毅然扛起了
洞庭湖区紫花苜蓿品种筛选和适应性
评价试验的大旗。

团队查阅当地近10年的气象、土壤
资料，从降雨量、年均最高气温、土壤pH
值、土壤质地等角度，对比洞庭湖区与
其他规模种植区的差异，制定了详尽的
科研计划。

2014年秋冬季种植苜蓿，次年 4月
收割第一茬草，站在地头的农民看着长
势旺盛的苜蓿，仿佛摸到了鼓起的钱
包。德人牧业来不及细细核算，当即表
示“扩大种植规模，增加投资的时候到
了。”

“为时过早。”张志飞的叫停令管理
者很难接受：“一年等一季，错过等一
年，机不可失。”“宁可等也不能冒险。
违背科学研究规律蛮干，多半是失败。”
张志飞耐心地解释，“苜蓿喜温凉气候，
怕高湿热，我们需要进一步科学验证苜
蓿的生长适应性。”

8至 9月伏旱期，团队驻扎了整整
一个月，张志飞指导穆麟、斯达等团队
成员每10天轮换1块苜蓿地刈割，在下
午 2点气温最高的时候，他们顶着烈日
骄阳测量苜蓿地表温度，观察刈割后苜
蓿生长情况，测定植株高度。

团队晨曦初露出工，在地里一忙乎
就到了日薄西山。藏族小伙斯达实在
受不住暑热蒸腾，“这里的太阳火辣辣
的，跟湖南辣椒有得一比。”他的眼泪伴
着汗水滴在了地里。

西湖管理区的刘冬勇刚好从田头
经过，他拍着斯达的肩膀说：“小伙子，
每一滴汗水都是你的青春记忆，每一组
数据也记录了你的吃苦耐劳。”

“才几天，我已经晒成了小麦色的
皮肤。”斯达自嘲，“再晒下去，必须是出
彩的古铜色。”刘冬勇竖起大拇指，“在
西湖土地上流过汗、流过泪的大学生会
是有大出息的。”

“多接地气，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张志飞经常边干活边跟团队的姑娘、小
伙拉家常，“守实验室，蹲苜蓿地，是助
力乡村振兴，也是我们农业科研人员的

责任与担当。”
9月底，不同品种苜蓿表现出了差

异。张志飞认为：“从总体上看，选择适
宜的品种可以保证苜蓿正常越夏，适时
刈割也不会造成死亡。”德人牧业的管
理者听了备受鼓舞。

紫花苜蓿试种没有经验可循，团队
左手抓科研实验，右手抓生产培训。他
们在突破与可控的赛道上奔跑，一次又
一次提高科研与成果转化的效率，终于
跑出了企业渴求的速度。

“春夏季苜蓿长到 60厘米以上，可
以不按惯例在现蕾期至初花期收割。”
团队在示范地里培训农民，张志飞反复
叮嘱，“你们下雨前必须抢收。苜蓿一
旦被雨淋倒伏，地表根茎容易霉烂，不
仅影响当季饲草产量和草产品品质，还
会继续影响下茬苜蓿的再生。”

“苜蓿鲜草水分高，潮湿多雨的季
节，割下的苜蓿沤几小时会长霉，那我
们是抢收还是不收呢？”杨师傅的质疑
引起了团队重视。

利用水分互补，张志飞建立了苜蓿
鲜草与精饲料、秸秆、农副产品等原料
混合青贮快速高效不受天气影响的加
工模式，依据青贮原料的营养价值，加
工成适合不同畜禽的苜蓿草产品，也化
解了生产中棘手的难题。

“混合青贮饲草加工模式将苜蓿鲜
草从田间收割后直接送进车间，经过粉
碎、裹包等流程制成附加值高的草产
品，张志飞团队的研究成果为南方饲草
产业高质量发展开辟出一条新途径。”
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
家、湖南农业大学肖定福教授这样评
价。

产学研协作给苜蓿产业插上翅膀
为了德人牧业苜蓿草产品能卖出

好价钱，张志飞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麻
类研究所林谦博士团队，对生猪试验饲
喂苜蓿草产品。抱着试试看心态的养
猪户发现，吃苜蓿发酵饲料的生猪毛光
体健，圈舍不再臭气熏天，猪肉菜品更
美味。

2022年，在常德市政府召开的“常
德市生猪产业紫花苜蓿发酵草粉应用
推广会”上，团队提出的以饲草替代豆

粕，成为了生猪养殖“点绿成金”的新思
路。

养猪户尝到了“苜蓿送上门，养殖
更省心”的甜头，这种饲料成为他们的
首选，德人牧业苜蓿草产品销售额随之
水涨船高。

从西湖大草原地头刈割的苜蓿经
德人牧业草料车间粉碎、裹包、装袋，不
出半天，0.5吨裹包苜蓿青贮饲料、120
公斤苜蓿液态鲜料两种规格的产品就
能上市。快速商品化的饲草每年为德
人牧业带来经济效益约3000万元。

科研创新是长期的过程，张志飞
花费近 10年的时间，带领团队持续提
升苜蓿栽培技术水平，开发草产品加
工新技术。团队在常德市西湖区陆续
建立了科技部、教育部，湖南农业大学
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洞庭湖区紫花苜
蓿特色产业基地”“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德人牧业科技有限公司研究生联
合培养基地”。目前，团队加快提升苜
蓿产量和草产品质量的科学研究已经
在路上。

团队与德人牧业共同建立1项苜蓿
栽培技术规程地方标准，1项青贮加工
技术团体标准，获得2项授权专利，发表
高水平学术论文40余篇，先后有1名博
士研究生，14名硕士研究生以苜蓿为研
究对象完成毕业论文。在一系列亮眼
成绩的加持下，双方建立的苜蓿种植基
地因在长江以南地区最大而出圈。

从首开湖南省“引草入田、草当粮
种”先河，到悄然兴起种植紫花苜蓿风
潮，从单种到套种，种植模式不断刷新，
从传统萎蔫青贮到混合青贮，“草企先
行、草畜配套”加工模式不断创新，团队
和德人牧业联手交出了一份政府满意
的答卷，也彻底满足了返乡农民在家门
口就业的需求。

田里种草，草中开花，饲草致富，张
志飞团队与德人牧业联动，霸得蛮、耐
得烦、吃得苦的当地农民在常德市西湖
管理区西洲乡政府带领下，走出了一条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之路，苜
蓿草成为“绿富美”产业排头兵，它成就
了国家首批农业产业强镇，这里实现了
美丽生活、美丽生产、美丽生态的“三
生、三美融合”。

———湖南农大张志飞饲草学团队科技惠农助企纪实—湖南农大张志飞饲草学团队科技惠农助企纪实

■■张志飞团队成员在苜蓿地取样观测张志飞团队成员在苜蓿地取样观测。。

仲秋时节，南方的秋老虎仍在发威，

湖南农业大学张志飞教授带领饲草学团

队（下称“团队”）又一次来到了湖南德人

牧业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德人牧业”）苜

蓿基地，今年是团队深入田间地头、生产

车间例行日常科研的第9个年头。

内蒙古科左中旗着力建设优质
奶源地

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地
处世界黄金畜牧带，有 511万亩
优质耕地、393万亩广阔草原，发
展奶牛养殖业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近年来，科左中旗深入实施
奶业振兴战略，通过招商引资、
项目建设、政策扶持等方式，建
设优质奶源基地，激活奶产业动
能，推动奶业高质量发展。

北纬 44度得天独厚的阳光
雨露，自由充足的清新空气，宽
敞通风的标准牛舍，在通辽市科
左中旗珠日河牧场的龙佳牧业
有限公司养殖场，来自澳洲的
4700头荷斯坦奶牛正在悠然进
食。

“泌乳牛舍喂养的都是精饲
料，进口苜蓿、燕麦、玉米青贮。
我们针对各类牛群特点科学配
方、精准饲养，保障泌乳牛的产
奶量和奶的品质。”龙佳牧业总
经理姜绍忠说。

吃的是草，挤的是奶。近年
来，科左中旗以建设全市绿色农
畜产品生产基地和奶业核心区
为引领，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
蒙牛、伊利两个知名乳制品龙头
企业，建设了龙佳、优然、胜源等
万头奶牛养殖示范牧场 4个，养
殖的荷斯坦奶牛体格高大，结构
匀称，皮下脂肪少，产奶量高。

“现在我们产奶的奶牛有
1550头，日产鲜奶约 67吨，每头
牛单产 44公斤以上。从奶厅挤
完牛奶后，通过管道直接输入到
奶仓进行制冷贮存、罐装运输，
制冷贮存温度在 4摄氏度以下，
24小时内就能到蒙牛工厂。”姜
绍忠说。

科左中旗是全国207个肉牛
优势区域规划旗县之一、自治区

33个牧业旗县之一，牛存栏70万
头，其中基础母牛存栏 46万头，
奶牛存栏 3.6万头，年产鲜奶 13
万吨。为提升奶产业生产标准，
拓宽奶制品销售渠道，科左中旗
大力扶持集牧草种植、奶牛养
殖、乳制品加工为一体的“种养
加”型牧场。

走进科左中旗花胡硕苏木
尚辛艾勒嘎查奶制品厂，浓郁的
奶香味扑鼻而来，一张张香嫩的
奶皮子奶香四溢、油黄松软，让
人垂涎欲滴。

“我们用天然牧场养的牛产
的牛奶制作奶制品，牛奶的质量
好制作出来的奶皮子厚，嫩黄嫩
黄的奶皮子吃起来特香。”尚辛
艾勒嘎查奶制品厂负责人春梅
说。

春梅是花胡硕苏木的养牛
名人，曾获得 2016年“全国十佳
农民”称号，她饲养的西门塔尔
乳 肉 兼 用 改 良 牛 远 近 闻 名 。
2022年，科左中旗农牧部门为她
家申请落实了 55.8万元的中小
养殖场改造升级项目，让她的小
奶制品作坊实现了规模化生产。

“我们购进了先进的设备，
提高了生产力。现在一天加工
1000斤牛奶，奶制品市场供不应
求，销售得很好，我们的奶制品
销往呼伦贝尔、杭州、广州。”春
梅说。

为全面推动奶业振兴，科左
中旗强化对中小型养殖场的政
策扶持，3年来为当地 11家有发
展意愿、符合条件的中小养殖场
落实改造升级项目和传统奶食
品标准化试点项目，培育了一批
品质优、效益好、带动力强的本
土奶场。 （宫立灵）

■■龙佳牧业有限公司养殖场泌乳牛舍龙佳牧业有限公司养殖场泌乳牛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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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率先全面推行执业兽医资格
证书电子证照

2023年，辽宁在全国率先全
面推行执业兽医资格证书电子
证照。自 10月 9日起，辽宁考区
近万名已获得执业兽医资格的
人员拥有电子证书，通过辽事通
APP“我的证照”或辽宁省政务服
务网“统一证照服务”即可随时
查看、打印自己的执业兽医资格
证书。电子证书的推行，不仅为
考生节约邮寄费用、缩短了拿证
周期，也使展证、打证及后期执
业兽医队伍管理更高效、规范，
有效助力营商环境优化和辽宁
全面振兴。

为加快推进电子证照扩大
应用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5月
末，省农业农村厅成立了由动物
防疫处、行政审批处处级干部牵
头，由国家、省相关技术人员组
成的电子证照专项小组，建立了
工作群，并邀请国家动物疫病预
防控制中心任禾老师入群指导；
建立了协调机制，定期会商、定
期沟通。从 6月份以来，专项小
组共召开专题需求对接会 3次，
沟通进展5次。经积极协调省营
商局，抽调技术骨干，成立了辽
宁省执业兽医电子证照攻关技
术团队。技术团队制定了工作
方案，构建出开发工作的整体框
架，按照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
务平台执业兽医电子证照要求，

先后 4次调试接口，于 6月末成
功实现省电子证照系统和国家
政务平台系统间的接口对接。
专项小组和技术团队紧密配合，
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做实做细
数据获取、文件生成、电子签章
等各环节工作。特别是证照模
板生成和签章环节，专项小组按
照农业农村部电子证照样式要
求，从条目数量到字体大小、从
字符间距到盖章位置逐项审核、
严格把关，反复精细比对，技术
团队先后 5次调整，最终于 8月
初成功从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电
子证照共享服务系统获取电子
证照数据，并实现执业兽医资格
证书的 1:1配置，生成标准的电
子证照模板。8月中旬，实现与
电子印章系统联通、对接，完成
签章用印工作，生成完整的执业
兽医资格证书电子证照。随后
又经过 3次数据调试，最终于 9
月中下旬实现数据对接、证照生
成和盖章全流程稳定操作。

目前，辽宁电子证照系统可
实时从国家电子证照库中获取
农业农村部执业兽医证照数据，
生成相应电子证照，加盖“辽宁
省农业农村厅”审批专用章，确
保执业兽医资格证书的电子证
书与纸质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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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推进奶业振兴若干政策措施云南省推进奶业振兴若干政策措施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

奶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部署，加快
提升云南省奶业竞争力，提出以下政策
措施。

一、加强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对奶
牛养殖企业（合作社）从国外新引进符
合农业农村部种用标准的奶牛纯种母
牛一批次超过 50头的，每头奖补 2000
元，单个主体补助不超过 1000 万元。
从省外引进符合布鲁氏菌病、牛结核病
防疫要求的奶牛，一批次超过 50头的，
每头奖补 2000元，单个主体补助不超
过1000万元。

二、支持饲草料产业发展。对奶牛
养殖企业（合作社）年收贮优质青贮饲
料（全株玉米、苜蓿、燕麦、小黑麦）
1500吨以上的每吨补贴 60元。对奶牛
养殖企业（合作社）、专业饲草收贮加
工企业年收贮、加工 1000吨以上的秸
秆黄（青）贮发酵饲料的，每吨补助 35
元。

三 、支 持 奶 源 基 地 建 设 。 对
2023—2025年，年度牛奶产量 3万吨以
上且增量排名全省前 3 位的县（市、
区），省级财政给予每个县（市、区）一
次性奖补 500万元。对企业新建设计

存栏 1000 头以上标准化奶牛养殖场
的，正常运营后按照每个卧床 2000元
给予补助，单个项目不超过1000万元。

四、支持两病净化场创建。加强
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持续强化口
蹄疫、布鲁氏菌病、牛结核病和牛结节
性皮肤病等动物疫病防控。对通过布
鲁氏菌病或牛结核病省级净化创建场
评估的奶牛养殖场奖励 20万元，通过
省级净化场评估的奶牛养殖场奖励 30
万元，通过国家级净化场或国家级无
疫小区评估的奶牛养殖场奖励 50 万
元。

五、支持绿色有机产品。对首次通
过全球良好农业操作认证的奶牛养殖
场，给予 5万元奖励，对取得国家奶业
科技创新联盟“优质乳工程示范牧场”
认证的，给予 5万元奖励。对乳制品加
工企业获得绿色、有机认证的产品，每
个产品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

六、强化金融政策保障。支持州
（市）、县（市、区）充分利用使用方向符
合规定的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脱贫县及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涉
农整合资金、沪滇协作资金与龙头企业
合作建设牧场，建立健全利益联结机

制，助力奶牛产业发展。对符合新增地
方政府债券发行条件的奶业振兴项目，
在不新增政府隐性债务和防范化解地
方债务风险的前提下，积极申报和争取
新增专项债券。参照重点产业相关政
策，在担保贷款、风险补偿、贷款贴息、
股权投资和活体抵押等方面支持奶牛

产业发展。
上述财政奖补政策实施期限为

2023年 1月 1日—2025年 12月 31日，
具体申报办法另行制定。政策中所指
奶牛品种以农业农村部直联直报系统
内备案品种为准。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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