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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是全国六大牧区之一，土地面积辽阔。畜草资源丰富，品种特色突出。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紧紧围绕“甘肃要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目标，以增

强农民收入为核心，不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积极实施特色优势产业提升、草食

畜牧业发展等“六大行动”，进一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加快了经济转型跨

越和幸福美好新甘肃建设的进程。

畜牧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发展现代畜

牧业，一方面是对种植业产品的再加工，可以实现粮食、牧草、秸秆大幅度的转化

增值，同时还有利于发展家用沼气、改良土壤等，能够促进农业循环发展，加快农

业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可以带动肉、蛋、奶、饲料、皮革、纺织、化工、制药等多项产

业的发展，促进农村二、三产业的繁荣。

我省是农业大省，家庭经营收入始终是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现代

畜牧业，可以有效降低养殖成本，提高养殖户的规模效益，增加就近就业和持续

增收的机会。近年的实践证明，畜牧业已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发展现代畜牧业，采取禁牧休牧和划区轮牧、建设人工草地等制度措施，有

利于从根本上遏制草原生态恶化的趋势，修复草原生态系统。同时，大力发展规

模养殖和标准化生产，实施污物科学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可有效解决环境污染问

题，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近年来，我省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和农业部确定的畜牧业工作重点，结合

甘肃实际，把大力发展以牛羊为主的草食畜牧业作为建设现代农业的重点产业

和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来突破，取得了一定成效，实现了“四个明显

提升”：一是产业发展水平明显提升。2008年以来，我省牛羊存栏保持两位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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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目前牛羊产业在全国的位次进一步提升，分别居全国第 11位和第 5位，成为

了全国重要的牛羊肉生产供给基地。二是标准化养殖规模明显提升。大力推广标

准化设施养殖技术，创造了龙头企业养殖、合作社养殖、联户养殖和千家万户养

殖等多种生产经营形式，全省累计建成各类规模养殖场 7700个，牛羊规模化程

度达到 42%，猪禽规模化程度达到 70%，秸秆饲料化加工转化率达到 58 %。三是

产业化经营能力明显提升。强龙头、搞合作、深加工、创品牌已经成为我省畜牧业

发展的基本模式。全省畜牧龙头企业达到 436家，带动 80多万农户开展适度规

模养殖，创建了“康美模式”、中盛“链式开发模式”等产业化成功经验，打造了“平

凉红牛”、“张掖肉牛”等一批知名品牌。四是促农增收作用明显提升。去年我省畜

牧业增加值增长 10.5%，比农业增加值增幅高出 4个百分点，畜牧业增加值占农

业的比重已接近 20%，畜牧业已成为养殖区农民主要的致富渠道和增收来源。

为了全面总结我省牛羊产业大县建设以来的经验和做法，我们编写了《陇原牧

歌———甘肃草食畜牧业发展行动纪实》一书。旨在用鲜活生动的事例展示我省草

食畜牧产业发展的辉煌成就和各级、各地推动草食畜牧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和

典型做法，通过交流经验，宣传普及畜牧业技术推广，进一步调动各级、各地重视

草食畜牧业发展和农牧民发展养殖业的积极性，着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草食

畜牧业发展的好氛围，保持我省草食畜牧产业发展的好势头，大力推行标准化规

模养殖，推动现代畜牧业的快速可持续发展。

编 者

2015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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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以牛羊为主

的草食畜牧业是甘肃传统产业和基础产业，也是全国新一轮优势区域区局规划

确定甘肃发展的重点产业。近年来，甘肃省委、省政府坚持把草食畜牧业作为转

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着力点和促农增收的支柱产业来抓，重点发展养殖小区，彻底

解决人畜分离问题；开展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示范创建活动，实现了畜牧产业质
的提升；启动实施草食畜牧业发展行动，整合近 30亿补贴资金对牛羊产业大县

建设进行补贴，加速了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全产业链建设的转型升级。

一、从“人畜同院”向养殖小区集中

几千年来，我国传统的畜牧业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人畜同院”、“畜禽同圈”
的养殖方式。在农村家家户户都有养牲畜的习惯，农民养牛和毛驴是为了犁地种

庄稼、养猪是为了过年食用和积攒农家肥、喂鸡和鸭是为了换点零钱花。农民把
这些养殖当副业，在自家院子的角落里垒个圈舍，畜禽和主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鸡鸣犬吠，充满了浓浓的乡土气息。

“村里只要有一户养鸡场，周围的居民就没有个好环境”。2007年 6月底，笔

者在一个村庄村采访，提到左邻右舍在院落里搞养殖，村民们苦不堪言。
顺着村民手指的地方，前往一家养鸡专业户，老远就能闻到一股怪味。走进

这户以院子为场地的家庭养鸡场里，堂屋对面就是一排鸡舍，几百只蛋鸡挤在狭

小的空间里，“咕咕”的叫声响成一片，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鸡粪恶臭，“嗡嗡”的苍

蝇四处乱飞。

村干部介绍说，这个村有养鸡户 40多户，8万只鸡，都在自己院子里养殖。随

着养殖规模的扩大，环境污染也越来越突出，邻里纠纷也因此时常发生。
据了解，一头猪的污物排放量相当于 10个人的污物排放量，一头牛的污物

规模养殖促进畜牧业发展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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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原牧歌

排放量相当于 35个人的污物排放量，一只鸡、鸭的污物排放量相当于 3个人的

污物排放量。

农村散养畜禽带来的普遍环境污染严重，首先是粪便污染。畜禽养殖产生了

大量粪便，畜禽粪便中含有大量氮、磷和有机污染物等。由于在自己院落里搞养

殖，场地小畜禽粪便随意堆放，并随雨水进入水系。因此，畜禽粪便成为继工业污
染、生活污水垃圾污染之后的第三大污染源，是造成农村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

水质污染。畜禽养殖场排出的污水，严重污染地下水。高浓度的污水排入河

中，造成水质不断恶化。污水对周边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影响，有些还对集

中饮用水源地构成严重威胁。

大气污染。畜禽粪便经过发酵后会产生大量的氨氮、硫化氢、粪臭素、甲烷等
有害气体，这些气体不但会破坏生态，而且还会直接影响人类健康。在畜禽养殖

过程中，由于对粪便处置不当，相当部分养殖场周围紧靠公路、村庄，设置的粪场

散发出非常难闻的气味，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的生产生活，老百姓苦不堪言，过

往行人怨声载道，养殖户自己也深受其害。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甘肃省畜牧业发展主要依靠家庭小规模饲养为主的

量的扩张，这种增长以市场产品紧缺为前提，以低物化成本为支撑，以资源大量
消耗为代价。进入新世纪后，为了有效缓解畜牧业发展过程中内部结构性矛盾和

资源紧缺、畜产品市场竞争、环境制约等突出问题，逐步加快了以规模经营为载

体的畜牧业发展方式转变步伐。

2005年 9月，甘肃省政府首次在景泰县召开了“全省推进畜牧业生产方式转

变现场观摩暨经验交流会”。

会议提出，要从四个方面推进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即加快养殖小区建设，
推进养殖方式转变；大力发展舍饲圈养，推进饲养方式转变；依靠科技进步，推进

增长方式转变；抓龙头建基地，推进经营方式转变。

从这一年开始，甘肃省政府每年都要召开一次有关推动畜牧业发展方式转

变的现场会议。

2006年 5月 21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畜牧业生产方
式转变的意见》，提出大力发展养殖小区，努力转变传统的粗放饲养方式。大力推

行以“五统一分”（统一规划设计、统一圈舍建设、统一技术服务、统一疫病防治、

统一管理、分户经营）为基本内容的规范化养殖小区建设。积极引导分散养殖农

户入驻养殖小区，重点将“人畜同院”和“畜禽混养”等落后的饲养方式改造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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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后圈”等具备一定防疫条件的设施养殖模式。要帮助和指导农户加强饲养管

理，采取先进的生产工艺，实行标准化生产。要突出动物防疫和环保设施建设，落

实无害化处理措施，推行“沼气”等的综合利用，防止养殖小区成为新的污染源。

2006年 10月 10日，全省畜禽养殖小区现场会议在永昌召开。这次会议的

主要目的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央 1号、省委 2号文件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推进畜牧生产方式转变的意见》精神，总结经验、分析形势，进一步统一思想，明

确任务，加快全省养殖小区建设，推进全省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

自省农牧厅 2005年 9月在景泰县召开了全省第一次推进畜牧业生产方式

转变工作会议以来，全省农牧部门通过完善工作思路、强化政策引导、加大资金

扶持力度、依托龙头企业带动等措施，全省养殖小区建设稳步推进，养殖小区建
设呈现出了一个良好的局面。据统计，2006年全省用于养殖小区建设的资金达 2

亿元。全省新建各类规范化养殖小区 242个，使全省养殖小区达到 1130个，养殖

小区新增畜禽饲养量 92万头只。仅永昌一县通过大力发展养羊业，养羊数量达

到 106万只，是 2000年的 3倍。

会议提出，各市（州）、县（市区）农牧部门要学习像永昌县好的经验和做法，

创新思维，结合各地自身特点，发挥特色优势，发展特色畜牧业，走产业化、标准
化的路子。

值得一提的是 2006年 8月 6日，“首届中国牛业及第 3届羊业发展大会”在

省城兰州召开。这次大会是由中国畜牧业协会主办，甘肃省农牧厅等单位协办的

全国畜牧行业的一次会议，来自全国和部分国外的近 800位代表通过沟通和交

流经验，引导中国牛羊业可持续发展。

在这次会议上，甘肃作了典型发言，全面总结了从 2001年到 2005年甘肃牛
羊产业发展呈现出的亮点和特点。近年来，甘肃省委、省政府把草食畜牧业作为

全省的战略性主导产业来培育，国家和省上先后实施了牧区示范工程、畜禽良种

工程、动物保护工程、世行畜牧业综合发展项目和龙头企业补贴等一批重大项

目，甘肃牛羊产业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积极变化，已成为畜牧业中增长势头最强、

发展潜力最大、最具前景的优势产业之一。2005年，全省牛、羊存栏达到 413万
头和 1532万只，分别居全国第十三位和第九位；出栏肉牛、肉羊分别达到 122万

头和 828万只。全省牛羊产值达到 5O亿元，占畜牧业总产值的 41％，牛羊肉产

量达到 26万吨，占肉类总产的 31％，奶产量达到 32万吨。全省畜牧业发展特别

是牛羊产业的发展，呈现出三大亮点：

第一章 规模养殖促进畜牧业发展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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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发展势头强劲，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2000-2005年间，全省

牛、羊出栏平均增长 10.3％和 11.8％，比同期猪出栏增长高出 5个百分点。全省来

自于牛羊产业的收入占畜牧业总收入的 45％以上。牛羊生产已成为一个投入回

报率高的朝阳产业，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二是产业化步伐加快，龙头企业带动能力不断增强。全省各类畜牧产业化经
营组织达到 721个，带动农户 80万户。全省建成标准化肉牛屠宰生产线 7条，年

可屠宰 22万头肉牛，3家企业已取得进港出口活牛证书。在羊肉餐饮和加工方

面，有 800余家“靖远羊羔肉”餐馆，“德赛”、“首曲”等品牌羊肉的市场份额逐年

提高。全省已建成了 44个乳品加工企业，日处理鲜奶能力达到 500吨以上，年产

值达到 7.4亿元。
三是规模养殖快速发展，为现代畜牧业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05年，

全省规模养殖户达到 72万户，占农户总数的 16％，比 2000年新增 15万户，出栏

畜禽 2300万头只，占出栏总量的 30％。各类畜禽规模养殖场达到 4500个，出栏

畜禽 260万头只。全省建成畜禽养殖小区 1030个，参与农户 2万多户。已初步形

成了以平凉、甘南等 5市为主的肉牛基地，年出栏量占全省的 7O％；形成了甘

南—临夏传统肉羊产区、白银—定西肉羊产区和河西肉羊产区，出栏羊和羊肉产
量占全省的 89％和 92％；形成了以兰州、酒泉为主的奶牛基地，年存栏奶牛 6万

头，占全省的 75％。

这次会议从新世纪我国牛羊业发展的各个层面展开交流与研讨，采取主题

论坛和互动交流结合的模式，会议期间，还举办热点话题分组研讨，企业信息发

布，新技术新产品展示等活动，促进牛羊业产业链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这次会议的召开也是对甘肃省畜牧工作的极大鼓励和鞭策。
2007年，甘肃省农牧厅提请省政府印发了《甘肃省畜禽养殖小区备案管理办

法》。这一办法的出台，对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建设、生产、管理过程中的选址、

规划、饲养、消毒、用药、防疫、诊疗、废物处理和组织管理行为等都作了详细的规

定和要求，为加强畜产品质量监管，促进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提供了管理制度的

支撑。
2007年 8月 24日，甘肃省政府在康乐县召开了“全省畜牧产业发展现场

会”，来自省直有关部门、全省各市州、县区主管畜牧业的领导参观了康乐县畜牧

龙头企业、规模养殖和养殖小区发展情况，并进行了工作经验交流。这次会议是

在国务院提出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形势和省委、省政府提出“把草食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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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战略性主导产业培育”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康乐县畜牧产业走

出了一条小区养殖、规模发展的路子，产业化链条已经形成。该县发展畜牧业的

做法和经验，无疑对我省打造“畜牧强省”具有借鉴意义。

“我省规模养殖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甘肃省农牧厅副巡视员曹

藏虎总结说，从 2005年到 2007年是我省畜牧业规模化发展的探索起步。这一阶
段，甘肃大力推进规模养殖发展，农区从改圈扣棚入手，发展设施养殖，扩大养殖

规模，增加产出水平。牧区从传统粗放的自由放牧向舍饲半舍饲圈养和以草定

畜、划区轮牧、季节休牧相结合的科学饲养方式转变。土地资源丰富、经济条件较

好的川塬区，重点发展规模养殖场和人畜分离的养殖小区。暂不具备发展规模养

殖场和养殖小区的地区，突出解决“人畜同院”和“畜禽混养”现象，发展规模养
殖户。

从 2008年开始，我省规模化养殖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其目的是解决人畜

分离问题。

2008年 10月，省政府在平凉市召开了“全省草食畜牧业发展现场”。

与会代表深入景兴肉牛育肥场、花所天源肉牛养殖场、崆峒区大潘千头肉牛

育肥场、西开牧业清真食品有限公司、景兴清真肉品有限责任公司和平凉市福利
制革厂，实地参观了该市草食畜牧业发展情况。代表们认为，平凉市草食畜牧业

发展历史悠久，是甘肃重要的畜牧业基地和西北有影响的畜产品集散地。

会议指出，草食畜牧业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优化，实现了粮、草、畜之间的良

性转化，推动了现代农业发展。随着今后全膜双垄沟播玉米面积的扩大，大力发

展草食畜牧业可有效利用秸秆，以粮促畜，粮畜互补，要进一步增强加快草食畜

牧业的紧迫性，把草食畜牧业抓紧抓好。一要提高认识，增强加快发展草食畜牧
业的紧迫感。畜牧业在全省农业产值和农民收入中的比重均占到了四分之一强，

已由传统的农村副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特别是草食畜牧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

农业内部的结构调整优化，实现了粮、草、畜之间的良性转化和相互促进，推进了

现代农业发展，有效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对促进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产生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二要明确重点，着力提高畜牧
业综合生产能力。各地要紧紧抓住机遇，利用好有利条件，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按照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思路，构建现代畜牧业产业体

系，努力提高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效益。各地要不断推进集约化经营，促进畜

牧业生产方式转变；加强畜牧科技推广应用，着力促进品种优化升级；加大饲草

第一章 规模养殖促进畜牧业发展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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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资源开发利用，努力实现草畜平衡；强化质量安全，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注重培

育名优品牌，着力提升畜产品生产规模和档次。三要加强领导，促进畜牧业持续

健康发展。各地要切实加强领导，形成推动合力；不断完善政策，加大扶持力度；

继续强化宣传，营造发展氛围，努力为促进农民增收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会议还要求各级政府要把发展畜牧业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完善政策措施，加
大扶持力度，开展信贷支持，搞好草食畜牧业保险试点，增强草食畜牧业抵御市

场风险、疫病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

会上，平凉市、临夏州、酒泉市、平凉市崆峒区、庆阳市宁县、张掖市甘州区作

了大会交流发言。全省各市州和省直有关部门的领导及中、省新闻媒体记者 350

多人参加了会议。
在我省草食畜牧业发展中涌现出平凉、张掖等地一批典型。

平凉自古畜牧业就很发达。曾有“农民唯养牛”的历史记载，是西北重要的畜

牧业基地和畜产品的“旱码头”。改革开放以来，平凉养牛业加速由役用向肉用方

向的经济转型，建立了甘肃省第一个肉牛生产基地。草畜产业成长为农村经济的

支柱产业。

2000年，平凉市邀请国内权威专家对全市农牧业经济状况进行了考察研究。
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等专家提出了在平凉建立黄土高原巨型畜牧业基地的构

想。之后，平凉把以牛产业为主的草畜产业确立为全市经济四大战略性主导产业

之一，做出了加快建设甘肃平凉巨型畜牧业基地，把平凉建设成为甘肃绿色畜牧

业基地和全国重要的肉牛生产、加工、贸易、出口基地的战略决策，并把平凉牛产

业定名为“平凉红牛”产业。

2008年，在平凉召开的“全省草食畜牧业发展现场会”上。参会代表深入景兴
肉牛育肥场、天源肉牛养殖场、大潘千头肉牛育肥场、西开牧业清真食品有限公

司、景兴清真肉品有限责任公司和平凉市福利制革厂，实地参观了该市草食畜牧

业发展情况。在崆峒区大潘千头肉牛育肥场里，12栋双列式牛棚整齐地排列着。

走进养殖户张斌的牛舍里，干净整齐，几十头牛悠闲地吃着饲料。据张斌介

绍，他家养牛已经有四五个年头了，以前在家里养，不仅环境卫生差，而且受地方
限制，只能养 10头，他搬到这里来，在政府的帮助下，投资 40万元，养殖规模扩

大，一下子发展到了 50头。这是由崆峒区政府扶持、养牛协会牵头、肉牛养殖大

户经营的全区规模最大的标准化“平凉红牛”养殖小区。张斌搬到这里，区上派来

了兽医做防疫和技术指导工作，牛也吃上了青贮饲料，每头牛的饲养成本能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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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以上。

大潘千头肉牛育肥场是由崆峒区政府扶持、养牛协会牵头、肉牛养殖大户经

营新建的全区规模最大的标准化“平凉红牛”养殖小区。当年就有 9个养殖大户

入住这里，牛存栏达到了500多头。

基地是肉牛产业发展的有效载体。近年来，崆峒区以世行贷款肉牛产业化、
国家级秸秆养牛示范、胚胎移植等重点项目为契机，建起了白水大潘、峡门百兴、

白庙双星等标准化肉牛规模养殖小区，提高了肉牛育肥集约化程度。同时开展了

以饲用玉米和紫花苜蓿为主的优质饲草基地建设，努力扩大种植面积，为肉牛产

业的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平凉市实施了“万千百十”规模养牛工程。平凉市农牧局总经济师、牛产业开
发办公室主任陈富国介绍说，该市已发展万头养牛乡 57个、千头养牛村 321个、

百头养牛社 1308个、十头以上养牛大户 14462户，全市基础母牛达到 32万头。

在推进规模化养牛小区（场）建设中，全市共建成标准化养牛小区（场）245个、千

头牛场 23个、百头牛场 86个，创建部省级示范场 15个，年育肥出栏高档肉牛约

7万多头。坚持千家万户繁育为主体，大型企业繁育为骨干，实施规模化繁育工

程，年繁育肉牛 28万头；到 2011年底，包括异地育肥，全市肉牛饲养量达到 106
万多头，出栏肉牛 39.36万头，牛肉总产 3.94万吨。

探寻张掖肉牛规模化养殖，就是打破以前农民千家万户传统散养的方式，大

力发展以养殖小区、专业村社、规模养殖户为主体的规模养殖形式，并在实践中

探索总结出了以“统一圈舍标准、统一引进良种、统一技术服务、统一疫病防治、

统一组织销售、分户经营管理”为主要内容的“五统一分”管理模式，在各县区全

面推广，取得了显著成效。
“以前这里都是荒无人烟的大沙窝，现在却成了养殖户们发家致富的‘聚宝

盆’，这个养殖小区的养殖户现在都已经是我们村上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农户了。”

临泽县蓼泉镇墩子村村主任王吉锋说。蓼泉镇利用畜牧业惠农贷款和妇女小额

担保贷款资金拉动作用，按照标准化、规模化大力发展小区化规模养殖，累计建

成养殖小区 12个。2014年，该镇建双列式标准化牛舍 20栋，养殖规模达 5000
头，新建玉祥养殖专业合作社 3000头肉羊养殖小区，建双列式彩钢羊舍 8栋。

这只是张掖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张掖市将标准化规模

养殖作为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注重养殖模式的创新和总结，通过多

年探索发展，形成了“政府抓良种、农户抓繁殖、小区吊架子、大户抓育肥、协会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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