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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只养 3头牛的家庭农场到现在
年出栏 2500多头牛的养殖场，只要做
好基础设施建设、饲养管理和疫病防
控这几方面，再增添一些自动化设备，
好像牛多了也不费什么心。”最近，在
甘肃省高台县黑泉镇的林峰牧业有限
公司肉牛育肥舍里，公司总经理王建
兵指着刚刚开走的自动投料车向记者
感慨道。

去年底，农业农村部公布了 2023
年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名单，林峰
牧业在内的 191家养殖场成功进入国
家级标准化示范场的行列。近年来，
各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上下联动，紧
紧围绕“畜禽良种化、养殖设施化、生
产规范化、防疫制度化、粪污处理无害
化和监管常态化”，建立健全畜禽标准
化生产体系，着力提升标准化生产水
平。 2018 年以来，全国累计创建了
1000多家国家级标准化示范场。这些
示范场是各地开展畜禽养殖标准化建
设的排头兵，各地更大范围的畜禽标
准化养殖具体情况如何？给畜牧业带
来了哪些变化？为此，记者专程到一
些地方进行了调研。

稳产保供更有底气
“我们通过推进畜禽标准化示范场

建设工作，2018—2023年一共创建了国
家级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30家，其中
生猪养殖场就有 14家。浙江按照标准
化、绿色化、规模化、循环化、数字化、基
地化的‘六化’标准，建成了 142家万头
以上的规模猪场，新增产能760万头，大
幅提升了浙江省生猪稳产保供能力。”
在浙江华腾集团嘉华牧场的智能化猪
舍中，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处
长黄立诚一边介绍猪舍的先进之处，一
边忍不住分享近些年标准化创建为浙
江省生猪产业带来的变化。

畜禽养殖的最终目的，就是为广大
群众带来优质的肉蛋奶，满足群众的
营养需求。按消费量计算，2023年全
国每天需要消费畜产品54.3万吨，其中
肉类 28.1万吨、禽蛋 9.7万吨、奶类 16.4
万吨，按一个火车皮 60 吨计算，需要
9000多节火车皮才能装下。要保证如
此巨大需求量的稳定供应，压力可想
而知。

2018 年以来，由于非洲猪瘟和猪
周期的影响，造成大量生猪散养户弃
养退市，但是我国猪肉供应却一如既
往稳定，其中，生猪规模养殖场发挥了

显著作用。
“我国畜禽养殖素来是散养户和规

模养殖场并存，但我们研究发现，规模
养殖场具备规模、技术、资金和管理等
多方面的优势，抗市场风险和疫病风
险的能力强，弃养退市的可能性小，收
益相对稳定。”全国畜牧总站有关负责
人介绍，规模养殖比重越高，生产波动
的风险就越小，保障市场供给的基础
就越稳固。而对于散养户而言，学习
借鉴规模养殖场养殖模式或与规模场
形成紧密联结，也能大大增加散养户
的抗风险能力。“因此，在畜禽养殖标
准化示范创建过程中，我们也鼓励推
动规模养殖场与中小养殖户建立紧密
利益联结机制的一体化经营模式，期
望以此推动大中小养殖企业实现养殖
现代化，助力畜禽产品稳产保供。”该
负责人说。

目前，我国规模养殖水平持续提
升，生猪规模化率接近 70%、奶牛超过
70%、蛋鸡肉鸡超过 80%，2023年畜禽
养殖规模化率达到 70%以上，规模养殖
场成为肉蛋奶供应的主要来源。

养殖环境焕然一新
畜牧业加快发展，满足了城乡居民

的畜产品消费需求，促进了养殖户增
收。但是，在畜产品市场供给基本得
到保障之后，畜禽养殖带来的环境污
染问题却不得不解决。

初春时节，位于安徽省六安市固镇
镇的安徽展羽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鹅
舍内，近万只皖西白鹅种鹅引吭高歌，
伴着周围农田、池塘中隐隐约约冒头
的水葫芦嫩芽，俨然一幅生机勃勃的
景象。

“我们固镇素有‘皖西白鹅之乡’的
美名，养鹅历史悠久。但众所周知，鹅
是个‘直肠子’，吃了就拉，以前的养鹅
场都是臭气熏天，让人受不了。你再
看看我们现在的养殖场，哪里都是干
干净净、空气良好。”展羽生态公司总
经理江卫军说道。

今年 40多岁的江卫军是一位职业
农民。20年前，他自费到四川农业大
学学习皖西白鹅孵化技术，攻克皖西
白鹅种蛋电器孵化难关，使受精蛋电
器孵化出壳率达 98%，皖西白鹅成活率
达 95%以上，有力促使了白鹅养殖走上
规模化、标准化道路。随后，他又开始
着手研究鹅粪污处理的问题。

经过学习研究，江卫军决定实施循
环水养鹅模式。先将鹅场所有污水经
过三格式沉淀池沉淀、发酵、过滤，再

用水泵将处理后的污水送至种有水葫
芦的池塘，污水经过水葫芦净化后又
可用于白鹅活动区，或用于芡实种植
用水。而固体粪肥发酵后又可以作为
芡实、牧草种植的底肥，实现粪污资源
化利用，达到零排放。

“种植水葫芦是关键一环，水葫芦
既能够吸收废水中的营养元素、分解
有毒物质，又具有观赏性，同时还是皖
西白鹅喜食的饲料，不仅解决了污水
难题，还降低了饲养成本。”江卫军说。

循环水养鹅模式有效减少了废水
的排放和对环境的污染。将固体粪便
堆肥发酵后还田，促进了农田有机肥
料利用，提高了土壤质量。该模式还
带动周边种植户发展芡实种植基地
500亩，利用净化塘内的水资源进行灌
溉，实现了对废弃水资源的再利用。
同时，芡实种植基地产生的茎叶作为
鹅的青饲料，实现了资源的最大化利
用。

近年来，在推进畜禽标准化规模养
殖的过程中，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已
成为养殖场（户）必不可缺的一项工
作，生产有机肥、种养循环已成为规模
养殖场消纳畜禽粪污的主要手段，2023
年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超过 79%，
畜禽养殖告别了臭气熏天的时代。

随着养殖标准化、规模化程度升
高，养殖场（户）的疫病防控水平也有
了明显提升。目前，全国已经建成无
疫区和无疫小区258个、净化场262个，
畜禽健康水平显著提高。

同时，各地深入推行养殖“减抗”，
全国约 30%的畜禽规模养殖场积极参
与。兽用抗菌药使用量折合纯量从
2017 年的 4.18 万吨下降到 2022 年的
3.12万吨，降幅达到25.3%。数据显示，
近3年畜产品兽药残留抽检合格率保持
在 98%以上，生鲜乳抽检合格率 100%，
畜产品质量安全进一步得到保障。

智能养殖渐入佳境
“喂料、捡蛋、清理粪便，一栋鸡舍

10多万只鸡，我一个人就搞定了。要
放以前，三四个人都搞不定。省心省
力还干得快，我要是老板我也愿意用
设备养，多好啊。”说话间，山东省安丘
市正大蛋业（山东）有限公司养殖工人
江玉梅就已经用自动饲喂系统喂完了
鸡。

江玉梅所在的正大蛋业采用了全
球最先进的鸡舍建造工艺和饲养设备
以及全球领先的 10层笼养技术，同时
在鸡舍中配备完善的自动环控系统，

实现“人管系统、系统管设备、设备管
生产”的生产模式，一人即可饲养一栋
鸡舍18万只蛋鸡。

随着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的推广，
正大蛋业这样的先进养殖方式并不少
见。不少大型生猪、蛋鸡、肉鸡养殖企
业在饲料输送、饲喂、环境控制、粪污
处理等关键环节基本实现了机械化、
自动化全覆盖。规模奶牛场 100%实现
了机械化挤奶，95%的规模牧场配备了
全价混合日粮（TMR）搅拌车，80%的大
中型牧场采用了机械自动化清粪系
统。

“这些年来，我们持续推进畜禽规
模养殖，本质上就是发展设施畜牧
业。通过规模养殖这个载体，将制造
业、信息产业的核心要素与畜牧业深
度融合，实现饲草料生产加工、饲喂、
环境控制、粪污处理和畜产品采集等
关键环节设施化、自动化和智能化。”
全国畜牧总站高级畜牧师李鹏说。

去年，配合《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建
设规划》的出台，农业农村部还专门制
定了《现代设施畜牧建设专项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就是要提高土
地利用效率，加大设施畜牧业发展政策
支持力度，加快构建高质高效畜禽设施
养殖体系，助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方案》提出，到 2025年，畜禽养殖
规模化率达到 78%以上，机械化率达到
50%，主要畜禽大规模养殖场实现全程
设施化，生猪、蛋鸡大规模养殖场基本
实现全程自动化，培育打造一批设施
畜牧业重点县。

设施化不只是嘴上说说就能实现
的，还必须要有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
持。为支持养殖场购置成套设施设
备，农业农村部加大了农机购置与应
用补贴政策支持力度。为推广楼房养
猪、蛋鸡肉鸡叠层笼养等立体养殖模
式，农业农村部组织专家编写并发布
了生猪、蛋鸡、肉鸡立体养殖技术指导
意见，对有需求的养殖场（户）进行系
统规划和科学指导，从而引导畜禽立
体养殖规范化生产。

“当然，我们在注重猪、禽等畜种规
模化、设施化养殖的同时，更不能忘记
补齐牛羊等草原畜牧业设施化养殖的
短板。”李鹏介绍，目前，国家深入实施
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项目，支持项目
县建设现代化草原生态牧场和适度规
模养殖场，推行暖季适度放牧与冷季
舍饲半舍饲相结合的生产模式，加快
转变生产方式，从而提高我国牛羊生
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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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杨丽霞

3月 15日—16日，随着中国南方航
空的两架货运班机陆续抵达银川河东
国际机场，3700只新西兰进口萨能&阿
尔卑斯&吐根堡奶山羊经过近万里的跨
国飞行，平安到达。

据了解，该批进口奶山羊是由北京
卓越富铭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
越富铭）代理进口，澳大利亚农牧出口公
司（AUSTREX，音译“澳之萃”）出口。
据北京卓越富铭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涛介绍，本次进口奶山羊的主要品种
为“萨能”，是有史以来进口“萨能”单批
次数量最多的一次。据悉，落地后奶山
羊在银川机场口岸报关清关，再陆运至
位于宁夏银川市灵武市的进境种羊指定
隔离场进行为期 45天的隔离检疫。“隔
离期满之后，该批进口奶山羊将由卓越
富铭组织运送到内蒙古、宁夏、陕西等地

的终端客户牧场，投入到当地奶山羊繁
育、品种改良的工作中去。”

用“专业”为产业护航
近年来，受消费需求驱动，各大乳

企纷纷加速布局羊奶赛道，羊奶产业按
下了加速键。

据相关数据统计，2020年国内羊奶
产量为 144.46 万吨，较上年同比增长
2.97%；2021年国内羊奶产量为150.64万
吨，较上年同比增长4.28%；2022年国内
羊奶产量为155.38万吨，同比增长3.1%。

“卓越富铭团队代理进口奶山羊项
目工作已有多年，我们也伴随着国内奶
山羊养殖产业共同成长了起来。”刘涛
告诉记者，为了保障进入客户牧场中奶
山羊的品质，卓越富铭专业技术团队成
员会提前抵达出口国，并联合当地技术
专家对奶山羊进行多次遴选，细致比
较，对比父母代基因情况，选择生产能

力强、适应能力强的优质品种。
多年来，在“购”上严格把关是卓越

富铭一直秉承的原则，确保选中的每一
只奶山羊都是牧场未来发展的“精兵强
将”。此外，在奶山羊到达国内隔离场
之后，在“养”上细致管理，也是奶山羊
进入牧场前最为关键的一步。

“为了能够让这些远道而来的小家
伙们尽快适应环境，减少各方面的应
激，我们也派出了专业人员全程在隔离
场内进行饲养管理，通过改善羊舍周围
的环境，加强羊舍卫生状况，确保奶山
羊在隔离检疫中安全渡过应激期，并能
快速运到客户牧场，减少羊群不良反
应。”刘涛表示。

让“品质”助力效益提升
在政策扶持、企业布局等战略发展

之下，国内奶山羊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一路向前。“羊奶产业相较驼奶、水牛奶
等产业发展较为成熟，有着良好的消费
市场，很多乳品企业的差异化发展路线

中也看中了羊奶产业。”刘涛告诉记者。
放眼国内，经过多年的发展，涵盖

良种繁育、规模养殖、乳品加工、品牌建
设等多维度的奶山羊产业保障体系已
经构建。“目前国内奶山羊养殖技术以
及养殖环境都已今非昔比，很多奶山羊
从业者也在全方位的提升奶山羊的养
殖效益，对奶山羊自身的质量提出了

‘高要求’，因此，对进口优质种羊的需
求有了明显增长。”刘涛告诉记者，奶山
羊的品质很关键，萨能奶山羊具有乳质
好、泌乳期长、产奶量大、繁殖能力强等
特点，是当前国际上乳用山羊的“代
表”。“这批优质的萨能奶山羊将在不久
后进入到国内各大牧场中，增加牧场奶
山羊核心群的同时，也会对牧场现有种
群的改良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外，
最重要的是，会提升牧场整体羊群的产
奶量，帮助养殖者创造更好的收益。”

刘涛表示，“未来，卓越富铭也将继
续为国内养殖从业者提供高品质的奶
山羊，为羊奶产业健康发展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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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翁牛特旗
“畜牧医院”建到了家门口

牛羊有了专属医院，设备和
科室齐全，有人看护有人照料，

“畜牧医院”真的建到了家门
口。2023年，内蒙古翁牛特旗格
日僧苏木动物诊疗中心暨校地
合作实训基地挂牌成立，标志着
全旗基层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走进格日僧苏木动物诊疗中
心，干净宽敞的诊疗室、设备齐全
的实验室让从事兽医工作几十年
的哈斯巴图格外安心。“现在我们
诊疗中心能做X光、血液检测、粪
便检测，寄生虫和血吸虫病等都
能检测出来，我们可以到牧民家
门口去服务了。”格日僧苏木动物
诊疗中心兽医哈斯巴图介绍，现
在诊疗中心有了稳定的技术团
队，极大地改善了基层兽医诊疗
环境，切实解决了服务牧民群众

“最后一公里”的技术难题，助力
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

据了解，格日僧苏木动物诊
疗中心位于翁牛特旗格日僧苏
木恩格尔嘎查，总投资约 350万
元，建设面积 600 平方米，于
2023年 11月正式运营。该中心
内设待诊区、诊疗区、康复区、消
毒区、实验室等五大区域，可提
供动物血液生化检测、血液细胞
分析、微量元素分析和针对牲畜
的各类手术诊疗。同时，中心还
与内蒙古农业大学签署了校地
诊疗合作，能够满足当地牲畜就
医需求。该中心的建立，将极大
提升翁牛特旗东部地区动物防
疫、动物疾病诊疗、良种繁育和
科学饲养水平。

格日僧苏木动物诊疗中心
负责人贺西格满都夫介绍，从去
年 11月 6日开业以来，诊疗中心
累计接诊牛羊1000多只，为养殖
户挽回经济损失400多万元。

（丛金龙 穆安彬 刘浩）

中欧班列运来哈萨克斯坦苜蓿草
灵武奶牛吃上“进口粮”

日前，在位于宁夏灵武市的
宁夏兴源达农牧有限公司里，部
分完成产奶任务的奶牛回到圈
舍后，开始补充体能。工人们将
玉米、棉籽、棉粕、青贮、苜蓿草
以及各种精饲料精准配比后运
往牛舍。

“你看，这是从哈萨克斯坦
进口的苜蓿草，它的营养价值更
高，奶牛们更喜欢吃！”牧场负责
人李艳光蹲在正在用餐的奶牛
面前，顺手抓起一把配比好的饲
料，从中挑出一根 5厘米左右的
绿色草料介绍。说话间，一头奶
牛美美地嚼了一口饲料后，伸出
绿色的舌头舔了舔嘴唇，“牛舌
头被染成绿色，就是这种苜蓿草
的‘功劳’，它更具备青草的芳
香，对奶牛来说适口性也更好。”
李艳光说。

奶牛只有吃得好、心情好，
才能产出更多更高品质的牛
奶。如何在“吃”上做文章，是奶
牛养殖户的头等大事。经过多
方了解和考察，哈萨克斯坦奇姆
肯特地区的苜蓿草被灵武的养

殖户们相中。在灵武市政府的
助力下，2023年 11月，宁夏兴源
达农牧有限公司和宁夏智博农
牧发展有限公司与通欧国际（宁
夏）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进
口牧草协议。今年 1月上旬，第
一批 450 吨苜蓿草搭乘中欧班
列，经阿拉木图运往新疆阿拉山
口口岸，再由新疆运抵灵武。

“奶牛很喜欢吃‘进口粮’，
一头奶牛一天的产奶量较以往
高出1公斤多。”李艳光这个饲喂
了11年奶牛的行家，对“换口粮”
的效果给予肯定。

“相对国产的苜蓿草，哈萨
克斯坦的苜蓿草不仅每吨能节
省 200元人民币，而且牛奶中蛋
白质的含量比例更高、更稳定。
每百毫升鲜奶中，乳蛋白的含量
稳定在 3.9毫克左右。”宁夏智博
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涛
算了一笔账，使用哈萨克斯坦的
进口牧草，不仅奶的品质提高
了，1000多头奶牛每月饲草料的
费用还能节约4万—5万元。

（据《中国食品报》）

新疆温宿县
春季畜禽防疫实行全覆盖

春季是动物疫病的高发季
节。连日来，新疆温宿县畜牧技
术推广中心组织县、乡、村三级
防疫员深入农牧民家中，开展春
季动物疫病防疫工作，有效防止
动物畜禽疫病的发生和流行，保
障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和农牧
民持续增收。

温宿县是一个半农半牧边
境县，近年来立足资源优势，坚
持量质并举，加快畜牧业转型升
级，不断巩固提升畜牧业“十百
千亿”工程成果，畜牧业生产在
规模、效益、质量、生产方式、科
技创新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
化，呈现出高质量发展态势。“今
年是温宿县畜牧业稳量增效的
关键一年，为确保全县畜牧业健
康发展，按照县委、县政府的统
一部署，从 2月 26日开始对全县
130万头牲畜、350万羽家禽开展
强制免疫工作。通过疫病防控
和科学技术指导，确保全县养殖
业增效，农民增收。”温宿县畜牧
技术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陈永
强说。

近日，记者走进托乎拉乡众
城合作社，看到县、乡、村三级防
疫员穿着工作服，戴着口罩和手
套，有条不紊地接种疫苗。一头
头牛羊在技术人员的引导下，逐
个地接种疫苗。接种完毕后，技
术人员还为它们做好标记，以便
后续的跟踪观察。在另一边，家

禽的疫苗接种也在有序进行
着。小鸡、小鸭、鸽子在技术人
员的细心呵护下接受疫苗注
射。技术人员一边注射，一边观
察着它们的反应，确保每一只家
禽都能健康成长。

据了解，县、乡、村三级防疫
员每年春季动物防疫工作以预
防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为
主，按时给牲畜接种疫苗，出栏
销售就会更有保障。托乎拉乡
托万克库格村村级防疫员亚力
坤·艾麦尔说：“托乎拉乡的牛、
羊、家禽开展打疫苗工作已有一
星期了，我们要确保疫苗注射全
覆盖，切实提高动物的免疫力，
防止疫病的发生和传播。”

托乎拉乡众城合作社是一
家现代化的畜牧业养殖场，拥有
西门塔尔牛 750 头、优质肉羊
1200多只，每年纯收入 100万元
左右。合作社负责人艾麦尔·萨
迪克说：“感谢畜牧服务中心的
技术人员，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
如何科学养殖，让我们的家畜更
加健康，收入也增加了不少。”

此次春防工作的开展，不仅
提高了养殖户对动物疫病的正
确认识，有效保障了温宿县畜牧
业的健康发展，也为农民增收致
富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全县
牛、羊口蹄疫疫苗接种、家禽禽
流感疫苗接种有条不紊地进行。
（李道忠李哲清努尔比亚·热麦提）

■■奶山羊的品质很关键奶山羊的品质很关键

■■种羊在指定隔离场进行为期种羊在指定隔离场进行为期4545天的隔离检疫天的隔离检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