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巩留：64万吨饲草“归仓”
牲畜过冬“口粮”无忧

饲草料储备是牲畜安全越
冬度春的基本保障，为扎实做好
牲畜越冬饲草料储备，今年，巩
留县早动员、早部署，采取多项
措施备足饲草料，为牲畜越冬度
春保驾护航。

巩留县的养殖户从6月的苜
蓿草，到7月的小麦秸秆，一直到
目前的玉米秸秆，重视每个饲草
料储备季，备足牲畜越冬度春

“口粮”，确保牲畜过冬无忧。眼
下，到了玉米收获的季节，养殖
户又开始忙碌起来。

这几年，在国家、自治区畜
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扶持下，养
殖合作社走上了规模化、产业化
发展道路。在巩留县提克阿热
克镇萨尔布群村胡西吾斯塘养
殖合作社，圈里的牛个个膘肥体
壮，圈外小麦秸秆、玉米秸秆一
垛垛高高耸立。

养殖合作社负责人努茹拉
木·努尔太表示：“我们合作社有
500头牛，现在收了 1000捆玉米
杆、1000捆麦草，压了 30亩地的
青贮玉米，后期我们还需要收
1000捆玉米秸秆，1000捆麦草，
压20亩的青贮饲料，牛过冬饲草
料差不多就够了。”

巩留县提克阿热克镇萨尔
布群村第一书记梁进进表示：

“入秋以来，我们做好动物防疫
工作的同时，更是把冬季饲草料
储备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截
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7200余
只羊、2800头牛和 300余匹马饲
草储备工作的 70%的任务量，我

们计划到 11月中旬完成所有牲
畜的饲草料储备工作。”

巩留县各乡镇社区也非常
重视牲畜越冬饲草料储备工作，
将其列为一年重点工作之一，常
抓不懈。阿尕尔森镇是一个农
牧业大镇，从年初开始，镇党委
积极动员农牧民抢抓时节，及时
储备饲草料。塔西波拉提·买买
提是阿尕尔森镇二道湾村的养
殖大户，养了100多头牛，村干部
经常到他家入户走访，宣传国家
政策，了解牲畜生长情况，解决
遇到的困难。

“ 现 在 储 备 麦 草 是 3200
捆，玉米草 10000 多捆，77 亩地
的青贮玉米也压好了，苞谷 50
吨，油渣 20吨，麸皮 10吨，今年
牛过冬度春的饲草料全部准备
好了。”塔西波拉提·买买提表
示。

巩留县阿尕尔森镇二道湾
村党支部副书记沈相俊说：“我
们二道湾村 30%农户都是养殖
大户，他们非常重视饲草料储
备，目前已经储备麦草和玉米秸
秆达到了 5万吨以上，玉米杆已
经收了 80%以上，现在趁着天气
好，动员群众抓紧时间收割玉
米，储存秸秆。”

今年，巩留县计划储备饲草
料83万吨，目前已储备饲草料64
万吨，其中牧草 21 万吨、苜蓿
10.64万吨、作物秸秆25.81万吨、
青黄贮 6.5万吨，切实保障了牲
畜越冬“口粮”储备充足。

（买吾吉旦 张守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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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南涧：千头奶水牛生态牧场
首批奶牛进场投运

近日，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
彝族自治县千头奶水牛生态牧
场——大理来思尔南涧云菲牧
场迎来首批奶牛进场，正式投入
运营。

该牧场位于南涧县拥翠乡
安立村委会三河街，是大理州

“8+1”万头牧场项目的第二个奶
牛养殖示范牧场，也是全球高海
拔地区规模最大的奶水牛牧场。

牧场项目占地 167.7 亩，设
计存栏1000头奶水牛，达产后泌
乳牛可达 600头，年产鲜奶 1460
吨。牧场计划引进307头摩拉水
牛种牛，通过自繁自养及二次引
种扩群，预计2025年底达到存栏
1000头满栏的规模。

近年来，大理州将绿色优质
奶源基地建设作为乳业振兴的
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大理州

委、州政府于 2021年制定了《关
于加快大理州乳业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计划在“十四五”期间
把乳业打造成大理州的百亿级
产业。

大理州分别在9个县规划建
设“8+1”万头奶牛牧场优质奶源
基地，目前已有祥云云禾牧场、
南涧云菲牧场建成投运，剑川沙
溪云端牧场预计今年年底前建
成投运。各个牧场建成后，通过
不断完善产业链，积极引导周边
农户通过奶牛养殖、饲草种植等
方式共享发展成果。

当天下午，大理州第三季度
奶牛示范牧场建设项目调度会
在南涧召开，相关部门、企业负
责人，以及项目涉及的九个县的
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段苏航 秦蒙琳）

四季度玉米及替代品供应充裕四季度玉米及替代品供应充裕
□李家文

自 9月下旬以来，国内新季玉米陆
续上市叠加饲用定向稻谷陆续供应，谷
物市场供应偏紧格局有所缓解，国内玉
米价格也呈现下跌趋势。以鲅鱼圈港
为例，玉米价格从此前的 2840元/吨跌
至目前的 2620元/吨。综合考虑新作玉
米产量及四季度玉米替代品供应情况，
我们建议玉米市场参与者在新粮收购
期间保持谨慎态度，关注农户售粮节
奏，降低玉米敞口头寸以防范价格下跌
风险。

关注农户卖粮节奏
根据机构数据，今年国内玉米种植

面积和单产都小幅增加。其中，全国玉
米种植面积同比增幅为 1.85%，玉米单
产同比提高 4.5%。综合计算玉米面积
和单产增幅可知，今年国内玉米产量同
比增幅约为6.4%，即约1650万吨。

我们认为，在玉米产量增加的同

时，新年度国内玉米需求并不会同步增
加。玉米深加工方面，预计明年玉米深
加工新增投产项目较为有限。根据预
估数据，2023/2024年度国内玉米深加
工耗用玉米量约为 6900 万吨，低于
2022/ 2023年度的 7100万吨。饲用需
求方面，今年生猪养殖持续亏损以及能
繁母猪存栏持续去化，意味着明年生猪
出栏量或低于今年。基于此，我们认为
明年猪料产量或呈现下降趋势。由于
预期新年度猪料产量同比下降且其占
饲料总产量比重较高，因此我们对新年
度玉米饲用需求保持谨慎乐观。在玉
米产量增加的同时，玉米需求未同步增
加，这导致玉米产需缺口同比是缩小
的。基于此，我们认为新年度玉米价格
重心大概率下移。但是，在新粮上市期
间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农户卖粮节奏，因
为这会直接影响玉米价格阶段性走势。

下游采购可选物料多
四季度玉米替代品供应环比增加，

下游饲料企业可选物料较为充裕。国
内方面，主要是饲用定向稻谷供应。据
不完全统计，截至 9月 28日，饲用定向
稻谷累计成交量约为 1478万吨。假设
华中区域饲用定向稻谷成交量为300万
吨，那么东北区域饲用定向稻谷成交量
则为 1178万吨。考虑东北区域物流及
饲用稻谷实际替代等因素，我们估算约
有950万吨饲用定向稻谷结转到四季度
并形成有效供应。

进口方面，主要是进口玉米、高粱
及大麦等谷物替代。参考统计数据，预
估 10—11月份我国采购巴西玉米到港
数量分别为 265万吨、200万吨。除了
巴西玉米之外，我国也在陆续采购美国
和乌克兰新作玉米。参考美国农业部
公布的玉米销售报告，截至9月28日我
国已采购美国新作玉米数量为 77.9万
吨。按照当前美玉米周度发运数据，预
估未来 1—2月美玉米到港量将增加至
50万吨/月，高于此前预估数据。综合
考虑巴西、美国及乌克兰玉米采购进

度，我们预估四季度进口玉米到港量将
处于阶段性高位。需要说明的是，进口
玉米中有一部分是进入储备的。除了
进口玉米之外，进口高粱和大麦在四季
度到港也会增加。综合考虑国内和国
外玉米替代品实际供应可知，四季度替
代品供应相较于三季度是明显改善的。

综上可知，新年度玉米产需缺口是
缩小的，四季度由于新作玉米集中上市
及替代品供应量阶段性增加，下游用粮
企业可选物料是较多的。价格方面，目
前北方港口玉米 2600元/吨价格处于中
性水平。考虑到仓储成本及远月玉米
价格，我们预估当前价格下饲料企业不
会大量建立玉米库存。但是，从农户种
植成本及能量谷物价差角度考虑，当北
方港口玉米价格跌至 2500元/吨时，玉
米价格处于低估区间。基于此，我们建
议玉米市场参与者在新粮上市期间，应
保持谨慎态度，积极关注农户售粮节
奏，以此来制定相应的购销方案。

（作者系中州期货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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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绿起来既要绿起来 又要富起来又要富起来

□李昊

内蒙古是全国最大的草原牧区，
草原面积占全国草原总面积的 22%，
占全区国土面积的 74%。草原不仅
是内蒙古重要的生态系统，也是牧民
重要的生产资料。然而，部分草原过
牧依然是摆在内蒙古畜牧业高质量
发展面前的重要问题，既要依托畜牧
业谋求发展，又要阻止草原荒漠化，

“绿色”与“发展”似乎成了一对难解
的矛盾。

为此，内蒙古近年来把转变草原畜
牧业发展方式放在突出位置，围绕既
要“绿起来”又要“富起来”，紧抓“人”

“畜”“草”这一解决草原过牧的关键问
题，多措并举，因地施策，走出了一条
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牧区
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为全国推动畜牧
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内蒙古方案。

巧用“加减法”
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

“我家原来养了 200多只羊，羊对
草场的破坏非常严重，导致草场产草
量逐年减少，后来我把羊都卖了，开始
养牛，草场越来越好，而且收入也提高
了。”

“牧民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大规模
养殖优良品种牛后，我们的生态环境
越来越好了。”

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牛”绝对是
个高频词，也是一个贯穿产业发展、社
会民生的主题词。面临生态环境的压
力，正蓝旗正是依靠养牛产业扭转乾
坤，走出一条富有地域特色的畜牧业
高质量发展之路。

牧民呼布音塔拉的家庭牧场位于
正蓝旗那日图苏木高格斯台嘎查。“我
家有草场1700亩，养殖母牛30头，全部
为三代西门塔尔牛，年接产 28头，母牛
繁殖率达 93%。”呼布音塔拉告诉记者，
他家年出栏犊牛 23头左右，均价 1万
元以上，去年总收入达 30万元，除去成
本，养牛纯收入16万元。

呼布音塔拉说，十多年前，他把家
里的羊全部出售，开始养殖良种肉牛，
实行早补饲、早冷配、早接犊、早出栏

“四个早”模式。此外，他还严格执行
草畜平衡和禁牧制度，做到了“少养优
养精养”，实现“三生”（生态、生产、生

活）统一协调和“一减三增”（减畜、增
绿、增效、增收）的目标。

正蓝旗位于浑善达克沙地腹地，特
殊的地理属性导致这里生态环境脆
弱。近年来，正蓝旗探索出“以草定
畜＋生态治理”“减羊增牛＋少养精
养”“舍饲养殖＋划区轮牧”“集中饲
养＋托管代养”“四个旱＋四统一”5种
模式，有效解决草原过牧问题。

2016 年以来，全旗牲畜总头数由
79.57万头只下降至 64.18万头只，减少
15.39万头只，其中牛增加 8.4万头，羊
减少 23.9 万只。“2016 年以来，全旗天
然草场实际载畜量超载率实现六连
降，全旗植被平均高度由 15厘米提高
到 21厘米，植被盖度稳定在 55%左右，
干草平均产量由每亩不足 30公斤提高
到 50公斤左右。”正蓝旗旗长刘晓敏坦
言，牛多了，牲畜总数却降了，在这一
增一减之间，正蓝旗走出了一条畜牧
业高质量发展道路。

近年来，内蒙古各地把转变草原畜
牧业发展方式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围绕“怎样解决好草畜矛盾、超载过牧
的问题”探索出了全年禁牧舍饲、舍饲
半舍饲、家庭牧场、集体经济组织﹢专
业合作社、托养利益联结、冷季异地代
养、智慧牧场、产业园区、牧文旅融合 9
种饲养模式。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厅长郭占江
表示，目前，自治区正在制定促进设施
农牧业和精深加工产业发展的“双十
条”政策，初步计划新增财政资金 20亿
元，继续实施“减羊增牛”“稳羊增牛”
战略，推动提高牲畜质量、减少牲畜数
量，做到少养精养。

打造生态与畜牧业双赢的
千亿级草产业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骋指
出：“内蒙古自然放养的载畜量已到了

‘天花板’，今后畜牧业发展的出路关
键在草，有了草才能增加牛羊和牛奶，
我们正发力解决这个问题。”

据测算，目前内蒙古年人工种草、
秸秆饲料化利用、天然草原可食牧草
等饲草供给总量可达 8000万吨左右，
可基本满足全区1.4亿头草食家畜饲草
需求，但区域性饲草供给不平衡和成
本居高不下，是目前养殖环节的堵点。

优质的牧草来源于优质的草种。

在兴安盟科右前旗阿力得尔苏木羊草
种植基地，一片片健壮的羊草毯状苗
均匀摆放在育苗盘内。中国科学院植
物研究所研究员刘公社介绍：“羊草高
效育苗移栽技术在世界上是首次研
发，通过毯状苗育苗、机械高效移栽和
栽后管理，较常规播种，用种量节约
50%，幼苗成活率提高 30%，种植当年
节约用水 120立方米/亩，收获期缩短 1
年以上，效益明显提升。”今年，科右前
旗已完成羊草种子繁育基地 4万亩种
植任务，全旗羊草种植面积突破 6 万
亩。

近年来，内蒙古不断补齐优质牧草
种子不足短板，加大育种攻关力度，承
接了耐寒高产苜蓿、高结实率羊草、优
质燕麦草新品种创制 3个国家农业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新审（认）定新
草品种 22个。目前，全区通过国家和
自治区审定的草品种 217个，居全国首
位。为打通成果转化堵点，还安排成
果转化资金 250万元，购买“中苜 2号”

“中苜 3号”“中天 2号”“中来 2号”等 4
个苜蓿品种和乌珠穆沁羊草知识产
权，免费提供给蒙草、草都、正时等龙
头企业进行转化，并安排 7000万元进
行扩繁，推广面积 16.4万亩，着力打通
育繁推链条。据了解，预计今年年底
前可建成草种繁育基地 26万亩，能形
成产能的草种繁育基地面积达到6.5万
亩。

今年，内蒙古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力
度，争取国家苜蓿种植补助资金 0.6亿
元，粮改饲试点项目资金 3.4亿元，自
治区本级投入 3.44亿元，用于羊草、苜
蓿、柠条、饲用燕麦生产补贴，并确定
了苜蓿、羊草 3年 1000元的补贴标准，
扶持一批生产技术好、种植技术带动
能力强的饲草生产基地。2023年，内
蒙古种植优质苜蓿 60万亩、饲用燕麦
193万亩，人工羊草达到 53万亩，平茬
柠条144.05万亩。

“力争到 2025年，全区草产业产值
达到 1009亿元。饲草供给能力达到 1
亿吨，实现保护生态和畜牧业生产双
赢。”郭占江说。

构建全产业链
让畜牧业发展更稳健

走进位于扎赉特旗胡尔勒镇浩斯
台嘎查的国家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核

心示范区两万头优质肉牛生态项目建
设现场，大型机械正在热火朝天地施
工中。

扎赉特旗农牧和科技局局长陈
健介绍，该项目建设以草畜平衡为前
提的现代草原生态牧场 4 个、千头牧
场 8个、集中繁育育肥基地 2个、肉牛
标准化育肥场 30个、肉牛养殖专业村
小规模养殖场 7 个、多羔羊标准化养
殖场 45个，肉牛舍饲化率达到 70%以
上，实现了牛肉产品精深加工，形成

“种养循环互促、三产深度融合、生态
优质智慧、健康安全绿色和兴牧联农
富民”复合型现代肉牛产业。项目建
成后每年可消化周围 3万亩农作物青
贮及秸秆，50 万亩草场得到休养生
息。

据了解，全区草场户均 100亩以下
的牧户占全区的 60%。为进一步合理
利用好这些草场，解决过牧问题，下一
步，内蒙古将推动过牧地区和人均草
场面积不足百亩的牧户流转草场经营
权，引导小规模牧户退出畜牧业生产，
推动解决草牧场经营碎片化问题；同
时加快发展二三产业，依托农畜产品
加工产业园区、服务业、旅游业和物流
行业转产就业，强化龙头企业和牧民
的利益联结，带动过牧地区人口转移，
并推进防疫、饲草、养殖一体的社会化
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全过程经营水平，
促进牧民多渠道增收。

日前，内蒙古农牧厅组织全区农牧
系统召开浑善达克舍饲圈养行动暨推
动解决草原过牧问题现场会，研究分
析面临的突出问题，部署推动解决草
原过牧问题重点工作，加快推动草原
畜牧业转型升级。

在做好产业化方面，下一步内
蒙古将重点开展草原羊地方品种提
纯复壮，做好科尔沁牛、华西牛种源
基地，提高核心种源自给率，进一步
提高牛羊个体生产水平。同时，加
快现代畜牧产业园区建设，打造一
批集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现代产
业园，开展畜产品精深加工，开发皮
毛骨血等副产品综合加工利用。推
进农文旅有效融合，创建一批产业

“特而强”、功能“聚而合”、形态“小
而精”的区域性肉牛、肉羊全产业链
标杆，示范推广产业转型发展新路
径。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封斌封斌 摄摄

内蒙古近年来把转变草原畜牧业发展方式

放在突出位置，围绕既要“绿起来”又要“富起来”，

紧抓“人”“畜”“草”这一解决草原过牧的关键问

题，多措并举，因地施策，走出了一条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牧区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为全

国推动畜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内蒙古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