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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在建和新开工亿元以上奶业
项目27个

河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
室日前召开“高质量推进农业投
资工作”新闻发布会。河北省农
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苗冰
松介绍，截至 11月底，全省纳入
农业重点项目平台项目2880个，
总投资 4943.5亿元、已完成投资
958.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61.7
亿元、134.5亿元，落地投资额占
年度目标（1000 亿元）的 95.9%。
全省共签约农业招商项目 684
个，签约引资额1919.6亿元，占年
度目标（1800 亿元）的 106.6%。
农业项目投资工作的扎实推进，
有力促进了全省农业农村高质
量发展，加快了农业强省建设步
伐。

河北省聚焦粮油、蔬菜、果
品、中药材、奶业、畜禽养殖等六

大农业主导产业，集中实施五大
千亿级工程项目。在奶业方面，
河北省在建和新开工亿元以上
奶业项目 27个，总投资 185.9亿
元，已完成投资32亿元。今年全
省奶牛存栏比上年增长10万头，
生鲜乳产量达到 570万吨，奶业
全产业链产值 840亿元，奶业振
兴基础进一步夯实。

今年以来河北省签约5亿元
以上大项目 123个。其中，伊利
集团在沧州投资152亿元的乳品
全产业链项目稳步实施。此外，
大北农、新希望、益海嘉里、中储
粮、蒙牛、京东等企业集团纷纷
布局落地一批大项目、好项目，
对推动河北省农业发展起了积
极作用。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

宁夏农垦乳业规模牧场成母牛年
平均单产突破14吨

宁夏农垦乳业平吉堡第三奶
牛场揭榜实施《1000—3000头规
模牧场成母牛泌乳超高产研究与
应用》项目，成母牛平均单产提高
至 38.37千克/天，年平均单产突
破14吨，较去年同比提高7%，超
出项目指标预定 0.8吨/年，实现
垦区成母牛单产新突破。

项目实施中，平吉堡第三奶
牛场聚焦提升奶牛平均单产目
标，扎实做好“四个一”，形成可
复制可推广的奶牛绿色高效养
殖技术模式。一是坚持精细化、
品质化、常态化管理，以奶牛良
种繁育为基础，结合标准化管
理，提升奶牛精准营养质量水

平。二是加强疫病防控、安全防
范，提升牧场闭环疫病管控和净
化能力。三是创新饲喂技术，多
手段提升泌乳牛干物质采食
量。四是加强现场管理，严格把
控细节，做好蹄病保健和乳房护
理，提高奶牛舒适度和健康水
平。

下一步，宁夏农垦乳业将对
平吉堡第三奶牛场成母牛单产
高效增长技术再提炼再总结，并
以奶牛提质增产、降本增效为切
入点，结合先进生产管理经验，
向垦区各牧场推广应用，助推宁
夏农垦乳业高质量发展。

（宁夏农垦）

河北：九成以上规模养殖场实现粪污
资源化利用

“十四五”以来，河北省加强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环境治
理，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绿色根基。2022年，全省
肉、蛋、奶总产量分别为 475.4万
吨、398.4万吨、546.7万吨，位居
全国第5、3、2位，12216家规模养
殖场全部配建粪污处理设施装
备，4.7万家养殖户畜禽粪污处理
设施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为促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工作有效推进，河北省政府出
台《河北省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行动方案》，省、市、县编
制《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规划》，明确了任务目标和重点
举措。每年集中开展畜禽污染
排查移交整治行动和粪污处理
设施改造提升行动，构建服务督
导、明察暗访、约谈通报、监督举
报长效机制，持续强力推动工作
开展。

有效利用政策支持，将34个
畜牧大县、19个非畜牧大县、18
个绿色种养循环县纳入国家整
县推进项目，安排省级财政资金
3.6亿元，在 40个县实施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项目，累计改造提
升 7258家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
设施，支持 157家有机肥厂和 23
家沼气工程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同时，为有效推广粪污资
源化利用，总结推广了就近还田、
能源化利用、种养循环、第三方治
理、商业化肥料利用、区域集中治
理、垫料化利用、基质化利用等8
种模式，推动有机肥施用 500万
吨，减少化肥用量3.6万吨以上。

为提高养殖场粪污资源化
利用水平，实施规模养殖场粪污

处理设施分级管理，通过项目支
持、指导帮扶、执法检查等手段
引导提档升级，目前，二级及以
上水平养殖场占 78%。引导督
促养殖场（户）落实种养对接“一
场一案”，90%以上规模养殖场通
过种养结合实现资源化利用，粪
肥年施用面积超过1200万亩次，
施用作物也从果菜等经济作物
逐步扩大到大田作物。

建立了收储运体系，探索分
户收集、集中处理、受益者适当
付费的市场化运行机制，累计覆
盖 270个养殖密集区，推动畜禽
养殖户粪污处理利用。

河北省还率先建成了全国
首家省级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监测评估中心，对 120个监测点
开展粪污处理、粪肥还田利用监
测，防范污染环境风险，促进科
学还田。农业农村部门、生态环
境部门连续四年联合开展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大整治行动，对
1.2万家规模养殖场、10万家养
殖户全面摸排，逐一检查，建立

“排查—移交—整治”工作机制，
集中解决一批粪污乱堆乱放、设
施不完善、养殖臭味扰民等突出
问题，形成了强有力的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态势。

针对白洋淀、滹沱河、秦皇
岛等突出重点区域，采取“配建
设施改造一批、市场手段推动一
批、执法检查解决一批”三种方
式指导养殖场（户）开展粪污资
源化利用工作，目前，白洋淀流
域3.09万家、滹沱河流域1万家、
秦皇岛近岸海域 6020家养殖户
全部配建粪污处理设施。

（刘一明）

内蒙古内蒙古：：发挥优势大力发展生态农牧业发挥优势大力发展生态农牧业

□何麦之 倪青华

12月 16日，山东农业大学与山东
金兰牧场产学研合作年会在泰安市岱
岳区举行，双方共同发布科技攻关成
果：经过双方6年多的艰辛探索、科技攻
关、对比试验，用小麦秸秆草粉颗粒替
代部分进口苜蓿饲喂奶牛获得成功。

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如何处理，是各
地见之挠头的“老大难”，也是山东农业
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奶业科技创新体系岗位科学家，山
东畜牧业协会奶业分会会长王中华科
研团队近几年深入思考的课题。一方
面，大量的小麦秸秆不能利用，成了“公
害”；另一方面，养殖业每年需要进口大
量的苜蓿作饲料，拉高了养殖成本。

带着问题搞科研，王中华从2017年
起带领科研团队与金兰牧场联合进行
科技攻关，启动了用小麦秸秆替代进口
苜蓿饲喂奶牛的课题研究。

王中华介绍：“苜蓿素有‘牧草之
王’的美誉，是优质的粗饲料，过去主要
依赖从美国等国家进口，到岸价格每吨

3600元左右，比一般粮食还贵，进口苜
蓿占到奶牛养殖成本的15%以上。”

“刚开始，我们也曾进行过青贮全株
小麦对比进口苜蓿的试验，结果显示，青
麦各项指标优于苜蓿，每吨价格在1500
元左右，比苜蓿便宜一半，但考虑到‘青
麦饲用’人畜争粮可能影响国家粮食安
全，我们很快终止了这个方案。”

“小麦成熟收割后的秸秆养分降
低，表层有蜡质，内含木质素，不利于奶
牛消化和吸收，能不能替代苜蓿作粗饲
料？这是个很大的悬念。”

过去，奶牛养殖业内人士认为，粗
饲料的主要作用是刺激奶牛反刍和唾
液分泌，促进瘤胃收缩和消化物通过，
维持瘤胃健康环境。

抓住粗饲料的功用这个“牛鼻子”，
王中华团队用多年时间开展“粗饲料与
奶牛唾液分泌”课题研究，发现粗饲料
的优劣与奶牛唾液分泌关系不大。
2018年，他们的科研论文在美国《奶牛
科学》学术杂志上发表，得到国际同行
的关注和认可，德国哥廷根大学还因此
修改了相关评价指标。

粗饲料功用课题研究的结论，坚定
了他们用小麦秸秆替代进口苜蓿的信
心和决心。接着，他们蹲守金兰牧场进
行饲喂试验，发现奶牛对小麦秸秆这种
粗饲料不感兴趣，没有食欲。如何激发
奶牛对小麦秸秆的食欲呢？他们又开
始了探索。

“寸草铡三刀，无料也上膘”。受民
间谚语的启发，他们先把小麦秸秆粉碎
做成草粉，破坏它的组织结构，然后辅
以糖蜜制成颗粒，大大增强了奶牛对小
麦秸秆粗饲料的食欲。

2022年11月起，山东农业大学科研
团队在金兰牧场选择60头产奶牛，分3组
进行了为期10周的小麦秸秆替代苜蓿饲
喂试验。其中，按原配方饲喂进口苜蓿的
A组20头牛平均日产奶32.23公斤；用小
麦秸秆草粉颗粒替代50%进口苜蓿的B
组20头牛平均日产奶32.38公斤；用小麦
秸秆草粉颗粒替代100%进口苜蓿的C组
20头牛平均日产奶31.48公斤。

“从对比试验来看，用麦秸草粉颗
粒替代 50%进口苜蓿饲喂，产奶量不但
没有降低，还略有增加，所产牛奶品质

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我们由此得出小麦
秸秆草粉颗粒替代进口苜蓿的适宜比
例为50%。”王中华高兴地说。

金兰牧场总经理法文静告诉记者：
“用小麦秸秆草粉颗粒替代部分进口苜
蓿，金兰牧场 960头产奶牛全年可消耗
小麦秸秆 262 吨，这会减少进口苜蓿
438吨，且仅此一项，便可降低养殖成本
147.2万元。”

放眼全省奶牛养殖业，作为山东畜
牧业协会奶业分会会长的王中华信心
满满：“我们全省现在大概有 40万头产
奶牛，如果把这项技术推广到全省，每
年可以减少进口苜蓿18.3万吨，降低饲
料成本6.3亿元。”

泰安市岱岳区畜牧中心主任赵晓
国认为，用小麦秸秆替代进口苜蓿饲喂
奶牛，不仅降低了奶牛养殖成本、增加
了农民收入，还为小麦秸秆变废为宝、
资源化利用找到了出路，更重要的是能
有效破解秸秆焚烧污染环境、“青麦饲
用”影响国家粮食安全等问题，一根小
麦秸秆撬开“三把锁”，说它“一石三鸟”
一点也不为过。

成功实现小麦秸秆替代进口苜蓿饲喂奶牛成功实现小麦秸秆替代进口苜蓿饲喂奶牛

□李玉波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的优然牧业赛
科星研究院育种基地，只见几头活蹦乱
跳的小牛正在专属牛舍中进食。

“它们可全都是顶级公牛的后代。”
赛科星研究院种业生产中心主任丁瑞
介绍说，这些小牛都是运用性别控制冷
冻精液技术改良后诞生的高品质奶牛。

高品质奶牛繁育技术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对乳业生产至关重要。丁

瑞和同事们一直奔走在这条破解高品
质奶牛繁育难题的路上。

1981年出生的丁瑞毕业于内蒙古
大学生物学系，2004年开始投身畜牧业
良种繁育工程。他深入研究“牛良种冻
精”技术，设计出新的技术配方，进一步
优化各项指标，研发的新型奶牛产品取
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荣获2014
年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

多年的技术研究中，丁瑞树立了精
益求精的价值观。“在家畜育种行业，对
每个优良基因性状的筛选、对每头种牛

的悉心照料、对每支产品生产的严谨专
注，都是对工匠精神的坚守，只有不断
追求卓越，才能把这项工作做好。”丁瑞
理解的工匠精神就是“一辈子做好一个
行当”。

提高种公牛饲养水平一直是奶牛
繁育的难题。2019年底，在零下20℃—
零下30℃的寒冬，丁瑞在牛场连续住了
3个月，白天在牛舍观察巡视 6小时以
上，夜间认真阅读营养学书籍。他摸索
出了新的饲养方法，通过营养调整、饲
养流程改进、冻精生产工艺改进，种公

牛的改良效率显著提升，2020年—2022
年，为企业增加经济效益超500万元。

扎根牧业一线19年，丁瑞先后获得
内蒙古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北疆工匠
等荣誉称号，直接参与生产制作良种奶
牛冻精产品 550万支以上，繁育良种奶
牛超130万头。他还先后参与3项国家
与地方行业标准的制定，发表核心期刊
论文10篇，获得发明专利4项。

“扎扎实实做好科研，为建设好内
蒙古这个‘肉库’‘奶罐’添砖加瓦。”丁
瑞对未来充满信心。

1919年坚守只为育好牛年坚守只为育好牛

□韩雪茹

内蒙古是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
基地，发展更加注重资源节约、更加注重
环境友好、更加注重产品质量的生态农
牧业，是加快建设农牧业强区的重大举
措，也是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更是
农牧民增收致富的需要。

2023年 10月，《国务院关于推动内
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
新篇章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
其中提出“大力发展生态农牧业”，为内
蒙古立足绿色生态优势推动农牧业转型
升级提供了强大动力。

解读
——大力发展生态农牧业怎么干？
“把建设生态农牧业放在大力推进

农牧业现代化、加快转变农牧业发展方
式的突出位置，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
感，推动现代农牧业走上可持续发展之
路。近年来，内蒙古加大现代农牧业建
设，但农牧业现代化发展依然滞后，农牧
业区域布局与资源禀赋不匹配，粮经饲
结构不合理，种养业结合不紧，生产、加
工、流通、消费融合不够等短板依然存
在，农牧业保收入、保生态的压力依然较
大。应对农牧业发展新挑战，必须大力
发展生态农牧业，促进农牧业增产、农牧
民增收和绿水青山良性循环。”内蒙古自
治区研究室社会处负责人付东梅说。

《意见》强调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为导向，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推动
农牧业绿色发展是农牧业发展观的一场
深刻革命，也是内蒙古发展生态农牧业、
建设北方重要安全屏障的应有之义。付
东梅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重点发力。

一是以水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为刚性
约束，全面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优化农作物结构，高质量推进高标
准农田建设，加大黑土地保护和利用，科
学合理利用水资源，大力发展现代设施
农业，稳定提高粮食产能，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

二是持续推进种质资源保护利用、
良种化水平提升、优势特色品种培育建
设，开展大豆、玉米、马铃薯等重点品种
育种联合攻关，支持生物育种产业化应
用试点，推进国家级大豆、玉米、马铃薯
良种繁育基地建设，提升优良种子供给
能力，打好种业翻身仗。

三是优化牲畜养殖结构，实施畜牧良
种补贴政策，推进肉牛扩群提质和育肥场
建设，建设现代畜牧业产业园，稳定提升
肉牛、肉羊产能。大力发展优质饲草种
植，扩大苜蓿、青贮玉米等种植面积，加强
奶牛育种攻关，推动奶企做优做强，促进
奶业稳步增长，建设面向全国的乳业交易
中心，打造奶业高质量发展高地。

四是以产业化为主攻方向，实施规
模化、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聚焦玉米、
奶业、肉牛、肉羊、羊绒、马铃薯、饲草重
点产业链，推进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发
展，抓好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和绿色有机

品牌打造，创建国家农畜产品加工示范
基地，推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行动
——加快农牧业产业生态化发展
加快农牧业产业生态化发展，协调

自然、社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内
蒙古的一个重大课题。

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和
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要发挥好
内蒙古生态环境好、农牧业资源丰富的
优势，大力发展生态农牧业，做好“粮肉
乳草、地水种技、链服融改”的文章，加快
推动内蒙古由农畜产品产量大区向农牧
业产业强区转变。

走进赛科星集团清水河县奶牛核心
育种场，只见大型现代化牛舍里，3000余
头优质奶牛安逸地吃着草料，这些牛是
赛科星清水河县奶牛核心育种乃至国家
奶牛育种事业的“宝贵资源”。

该育种场每年可培育顶级乳用种
牛 500头，生产高产奶牛性控胚胎 5万
枚。顶级种公牛及高生产性能胚胎牛
的培育和商业化发展，正在逐步打破优
质奶牛依赖进口的瓶颈。

粮安天下，种筑基石。内蒙古聚焦
区域优势特色物种和地方发展急需品
种，建立联合育种攻关机制，持续开展
品种培育品系改良，努力突破关键技术
瓶颈，补齐种业发展短板。

种业持续发力的同时，内蒙古还在
现代畜牧业转型升级上加足马力。

在扎鲁特旗乌额格其牧场，一排排
整洁而宽敞的标准化养殖牛舍映入眼
帘。牧场通过建设配套设施，采取统一
饲料、统一防疫、统一管理模式，实行封
闭式管理，引领肉牛养殖产业规模化、集
约化发展，从而提升产业发展内生动力。

通辽市扎鲁特旗把目光锁定在生
态型、效益型现代畜牧业上，推广肉牛
品种改良，优化良种繁育，促进畜牧养殖
结构调整，全面落实草畜平衡和禁牧休
牧制度，科学合理保护利用林草生态资
源，推动全旗草原生态状况持续好转。

“发展生态农牧业，内蒙古有基础、
有条件，而且正当其时。我们要抓好高
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高效农业，还要
聚焦关键难点、聚焦高精尖新、聚焦区域
需求，培育壮大农牧业科技人才队伍，加
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和育种创新，加快
先进农业机械装备研发推广，尽快完善

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生态农牧业发展
装上科技引擎。”自治区农牧厅科教处处
长马晓昀表示。

目标
——着力提高农牧业可持续发展水平

生态农牧业不仅是农牧业发展理念
的创新，也将为农牧业发展提供新模式、
拓展新空间，有利于延伸农牧业产业链
和价值链，推动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
展。

“生态农牧业注重自然生态的保护
和恢复，强调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在
提高农畜产品的安全性和品质的同时，
可有效培育农村牧区新型产业，提高农
牧民收入水平，并改善农村牧区生态环
境，提升农牧民居住环境质量和生活质
量。”付东梅说。

水土资源是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
基本要素和农牧业生产的物质基础，
内蒙古在加强水土资源保护上再发
力。一方面着力发展节水农业，实施
以工程节水为主、农艺节水配套、机制
节水引导的集成节水措施，推动农业
节水增效。另一方面着力加强耕地保
护，逐步扩大黑土地保护利用范围，加
强受污染耕地治理，在东部地区实施
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减少黑
土地风蚀水蚀。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
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加强现有盐碱
耕地改造提升，拓宽农业生产空间。

加强农牧业面源污染治理也是发展
生态农牧业的重点。内蒙古将继续推进
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集成推广科学
施肥技术，支持开展生态调控、生物防治
等，推进化肥农药科学使用。同时，大力
发展生态循环农牧业，建设一批粪肥还
田利用的种养结合示范基地，全面推进
秸秆综合利用，推广加厚地膜，开展农药
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实现循环利用、变
废为宝。

大力发展生态农牧业，需要用链式
思维、工业化思维锻造绿色低碳农牧业
产业链。内蒙古将继续大力推广绿色加
工技术装备，发展农畜产品综合加工，健
全农畜产品绿色低碳物流体系，降低全
产业链资源损耗。还要充分挖掘草原文
化、农耕文化等资源，打造一批全国休闲
农业重点县和休闲农牧业乡村精品旅游
路线，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不断
拓展农牧业生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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