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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永远属于扎鲁特

’f序)

——色音巴雅尔

沃野千里，莽莽苍苍的扎鲁特草原畜牧业，自改革开放以来，

连年保持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上，今年又战胜了特大的旱

灾，夺得了空前的好收成。正当全旗广大农牧民欢欣鼓舞，喜庆丰

收之际，迎来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生日。这是全区各族人

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扎鲁特旗同全区各地一样，_k-F--4-欢

腾，共同庆祝这一民族的盛大节日。

50年来全旗各族人民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同心协力，

艰苦奋斗，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节节胜利。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紧密结合本旗的实际，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牧区的各项方

针，政策、抓住机遇，深化改草，人们的思想观念有了很大的转

变，对畜牧业认识也有了迸一步的提高，把发展畜牧业做为振兴扎

鲁特经济的重要措施，在指导思想，。工作方法以及领导，投资．管

理、流通、服务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并以科学技术

为第一生产力，强化了畜牧业的基础建设，增强了畜牧业的规模

化、专业化、集约化经营的力度，从而使畜牧生产摆脱了原始落

后的经营方式，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经受了考验，在发展的道路上

迈出了可喜的一步。50#-来全旗大小畜以7．1％的速度递增，截止

1 997年的6月末，牲畜总头数达到1．524．545头(只)，跃居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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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榜首，名列自治区第十二位。在牲畜总数中大小畜1．264．374头

(只)，是自治区成立初期1947午的30．4倍。随着畜牧业的发展，

对国家的贡献也越来越大。50年来累计出栏大小畜5．729．874头

(只)，年均出栏1 1 4．597头(只)，其中I 947～1977年累计出栏

2．073．359头(只)，年乎均出栏691 1 2头(只)；I 978一l997年，

累计出栏3．6 56．515头(只)，年均出栏182．826头(只)，改革开、

放后20年的出栏是改革开放前30年的2．65倍。畜产品的产量也十分

可观。以保护生态，改善环境。增强草原生产力为重点的防灾基地

建设快速发展。全旗现有草库伦1758处，104瓦亩，其中五配套草库

伦666处，20万亩。为畜牧业生产服务的科技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并

在转变服务职能上加大了力度，改以单项服务转为多项服务，一不仅

担负科技兴牧，畜种改良、防疫灭病，技术培训，而且参与了畜产

品流通，形成了一支为畜牧业产前、产中，产后系列化配套服务的

大军，实现了旗有技术服务中心，苏木(乡，镇)有综合服务站，

嘎查(村)有科技示范户的多层次服务网络，有效地保证了科学技

术的推广，使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现在全旗有畜牧业科技

人员272名，其中高级畜牧(兽医)师7名，中级职称的53名，技

术员212名。由于强化了科技服务，为发展畜牧业市场经济做出了

积极贡献，受到了上级的好评。畜牧部门曾多次荣获农业部、自治

区和自治区农委科委的奖励。科技人员的素质不断提高，有十多名

科技人员在国家级或省级科技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

扎鲁特旗畜牧业50年的光辉历程，50年的巨大成就是各级党委

和政府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民族地区路线，方针、政策的结

果，是全旗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及科技人员勤劳，智慧的结晶。

作为服务于全旗畜牧业生产的职能部门一一畜牧局，深切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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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义务把广大农牧民的战天斗地，奋发图强的实践反映出来，有责

任把广大科技人员为振兴扎鲁特经济长年累月奔波在畜牧业生产

第一线，吃苦耐劳，调整础究，无私奉献的精神记录下来，于是便

写了这本书一一《扎鲁特旗畜牧志》(续)，以向自治区成立50周

年献礼。本志以详实的资料，比较客观，完整地记录了50年来扎鲁

特旗畜牧业发展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畜牧业生

产上发生的深刻变化和所取得的成果。历史是我们前程的借鉴，今

天历史赋予我们的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团结，富

裕，文明扎鲁特的新使命，它既艰巨，又光荣。我们有决心继续团

结奋斗，艰苦创业、创造出更光辉灿烂的业绩。

畜牧业是扎鲁特旗的主体经济，绿色的草原是畜牧业兴旺，发

达的摇篮。绿色的扎鲁特草原充满着阳光，充满着生机，充满着机

遇，充满着希望。

绿色永远属于扎鲁特!

一九九七年七月三十日

注：本序作者现任扎鲁特旗畜牧局局长职务。

(编 者)

一3一．



目 录

大事记⋯⋯⋯···⋯⋯⋯⋯⋯⋯⋯⋯-．·⋯⋯⋯⋯⋯··⋯⋯⋯．⋯(1)

第一编 畜牧系统组织机构

第一章行政组织、党组织，群团组织

第一节 行政组织一一畜牧局⋯⋯⋯⋯⋯⋯⋯⋯-．．．⋯⋯⋯⋯(5)

笫二节 党组织一一畜牧局党委⋯⋯⋯⋯⋯⋯⋯⋯⋯⋯⋯⋯(6)

第三节 群众团体组织⋯⋯⋯⋯⋯⋯⋯⋯⋯．．．⋯⋯⋯⋯⋯⋯(8)

第二章事(企)业机构

笫一节 草原工作站⋯⋯⋯⋯⋯⋯⋯⋯⋯⋯⋯⋯⋯⋯⋯⋯⋯(10)

第二节 草原监理所．．．⋯⋯⋯⋯⋯⋯⋯⋯⋯⋯⋯⋯··⋯⋯⋯·(10)

第三节 畜牧工作站⋯⋯⋯⋯⋯⋯⋯⋯⋯⋯⋯⋯00D 9 0 D O O 0 Q00⋯(1 1)

第四节 兽医工作站⋯⋯⋯⋯⋯⋯⋯·：⋯⋯⋯⋯⋯⋯⋯⋯⋯·(1 1)

第五节 兽医卫生监理所⋯⋯⋯⋯⋯⋯⋯⋯⋯⋯⋯⋯⋯⋯⋯(1 2)

第六节 经营管理站⋯⋯⋯⋯⋯⋯⋯⋯⋯⋯⋯⋯⋯⋯⋯⋯⋯(12)

第七节 药械供应站⋯⋯⋯⋯⋯⋯⋯⋯⋯⋯⋯⋯⋯⋯⋯⋯⋯(13)

第八节 牧区建设办公室⋯⋯⋯⋯⋯⋯⋯⋯⋯⋯⋯⋯⋯⋯⋯(1 3)

第九节 牧工商公司⋯⋯⋯⋯⋯⋯⋯⋯⋯⋯⋯⋯⋯⋯⋯⋯⋯(1 3)

第十节 阿日昆都楞种畜场⋯⋯⋯⋯⋯⋯⋯⋯⋯⋯⋯⋯⋯⋯(1 4)

第二编畜牧业生产建设

第三章草原建设

第一节 防灾基地建设⋯⋯⋯⋯⋯⋯⋯⋯⋯⋯⋯⋯⋯⋯⋯⋯(15)

一1一



一、防灾基地二期建设投资协议书⋯⋯⋯⋯⋯⋯⋯⋯．．．·(15)

二，1 99 1年防灾基地建设⋯⋯⋯⋯⋯⋯⋯⋯⋯⋯⋯⋯⋯(19)

三，1992年防灾基地建设⋯⋯⋯⋯⋯⋯⋯⋯⋯⋯⋯⋯⋯(20)

四，1993年防灾基地建设⋯⋯⋯⋯⋯⋯⋯⋯⋯⋯⋯⋯⋯(22)

五、防灾基地三期建设投资协议书⋯⋯．．：⋯⋯⋯⋯⋯⋯(22)

六、1994年防灾基地建设⋯⋯⋯一⋯⋯⋯⋯⋯⋯⋯⋯⋯(24)

七、1995年防灾基地建设⋯而⋯⋯⋯⋯⋯⋯⋯⋯⋯⋯⋯(25)

八．1 996年防灾基地建设⋯⋯⋯⋯⋯⋯⋯⋯⋯⋯⋯⋯⋯(25)

九：防灾基地四期建设投资协议书⋯⋯⋯⋯⋯⋯⋯⋯⋯(25)

第二节 1991—1996年草库伦建设统计⋯⋯⋯⋯⋯⋯⋯⋯⋯(30)

第三节人工种草⋯⋯⋯⋯⋯⋯⋯⋯⋯⋯⋯⋯⋯⋯⋯⋯⋯⋯(31)

第四节模拟飞播牧草⋯⋯⋯⋯⋯⋯⋯⋯⋯⋯⋯⋯⋯⋯⋯⋯(34)

第五节 1991一1996年“一贮三化"饲料统计⋯⋯⋯⋯⋯⋯(38)

第六节 1991—1996年畜棚建设统计⋯⋯⋯⋯⋯⋯⋯⋯⋯⋯(39)

第七节r 1 991一l 996年牧业机械和其它建设统计⋯⋯⋯⋯⋯(40)

第八节旗草籽基地建设⋯⋯⋯⋯⋯⋯⋯⋯⋯⋯⋯⋯⋯⋯⋯(41)

第九节 草原保护⋯⋯⋯⋯⋯⋯⋯⋯⋯⋯⋯⋯⋯⋯⋯⋯⋯⋯(41)

一、草原灭鼠⋯⋯⋯⋯⋯⋯⋯⋯⋯⋯⋯⋯⋯⋯⋯⋯⋯⋯(41)

二、草原人工灭蝗⋯⋯⋯⋯⋯⋯⋯⋯⋯⋯⋯⋯⋯⋯⋯⋯(44)

三、草原飞机灭蝗⋯⋯⋯⋯⋯⋯⋯⋯⋯⋯⋯⋯⋯⋯⋯⋯(45)

四、草原牧鸡灭蝗⋯⋯⋯⋯⋯⋯⋯⋯⋯⋯⋯⋯⋯⋯⋯⋯(49)

第十节 草原监理⋯⋯⋯⋯⋯⋯⋯⋯⋯⋯⋯⋯⋯⋯⋯⋯⋯⋯(58)

， 第四章畜种改良

第一节牛的改良⋯⋯⋯⋯⋯⋯⋯⋯⋯⋯⋯⋯⋯⋯⋯⋯⋯⋯(73)

第二节．马的改良⋯⋯⋯⋯⋯⋯⋯⋯⋯⋯⋯⋯⋯⋯⋯⋯⋯⋯(75)

一2一



第三节绵羊的改良⋯⋯⋯⋯⋯⋯⋯⋯⋯⋯⋯⋯⋯⋯⋯⋯⋯(75)

第四节 山羊的改良⋯⋯⋯⋯⋯⋯⋯⋯⋯⋯⋯⋯⋯⋯⋯⋯⋯(77)

第五节 小尾寒羊在扎鲁特草原上的落户与发展⋯⋯⋯一⋯·(93)

第六节养猪生产⋯⋯⋯⋯⋯⋯⋯⋯⋯⋯⋯⋯⋯⋯⋯⋯⋯⋯(96)

第七节养禽生产⋯⋯⋯⋯⋯⋯⋯⋯⋯⋯⋯⋯⋯⋯⋯⋯⋯⋯(98)

第五章畜疫与防治

第一节 防疫⋯⋯⋯⋯⋯⋯⋯⋯⋯⋯⋯⋯⋯⋯⋯⋯⋯⋯⋯⋯(100)

一、猪三大疫病的免疫⋯⋯⋯⋯⋯⋯⋯⋯⋯⋯⋯⋯⋯⋯(1uo)

二，炭疽免疫⋯⋯⋯⋯⋯⋯⋯⋯⋯⋯⋯⋯⋯⋯⋯⋯⋯⋯(101)

三、马传贫免疫⋯⋯⋯⋯⋯⋯⋯⋯⋯⋯⋯⋯⋯⋯⋯⋯⋯(101)

四，布病免疫⋯⋯⋯⋯⋯⋯⋯⋯⋯⋯⋯⋯⋯⋯⋯⋯⋯⋯(102)

五，巴氏秆茵病的免疫⋯⋯⋯⋯⋯⋯⋯⋯⋯⋯⋯⋯⋯⋯(102)

六。气肿疽免疫⋯⋯⋯⋯⋯⋯⋯⋯⋯⋯⋯⋯⋯⋯⋯⋯⋯(103)

七、狂犬病的免疫⋯⋯⋯⋯⋯⋯⋯⋯⋯⋯⋯⋯⋯⋯⋯⋯(103)

八，鸡新城疫的免疫⋯⋯⋯⋯⋯⋯⋯⋯⋯⋯⋯⋯⋯⋯⋯(104)

九．禽霍乱、法氏囊病和喉气管炎的免疫⋯⋯⋯⋯⋯⋯(1 05)

十、口蹄疫的免疫⋯⋯⋯⋯～?⋯⋯⋯⋯⋯⋯⋯⋯⋯⋯⋯(106)

第二节检疫j⋯⋯⋯⋯⋯⋯⋯⋯⋯⋯⋯⋯⋯⋯⋯⋯⋯⋯⋯“(106)

一、检疫委托⋯⋯⋯⋯⋯⋯⋯⋯⋯⋯⋯⋯⋯⋯⋯⋯⋯⋯(108)

三、检疫项目及收费标准⋯⋯⋯⋯⋯⋯⋯⋯⋯⋯⋯⋯⋯(1 09)

三、运输检疫⋯⋯⋯⋯⋯⋯．．．⋯⋯⋯⋯⋯⋯⋯⋯⋯．．．⋯(1 09)

四、市场检疫⋯⋯⋯⋯⋯⋯⋯⋯⋯⋯⋯⋯⋯⋯⋯⋯⋯··：(1 10)

五、产地检疫⋯⋯⋯⋯⋯⋯⋯⋯⋯⋯⋯⋯o o o s o o e e o·o D·⋯(1 1 2)

第三节 家畜家禽寄生虫病防治⋯⋯⋯⋯⋯⋯⋯⋯⋯⋯⋯⋯(1 1 3)

一、药浴⋯⋯⋯⋯⋯⋯⋯⋯⋯⋯⋯⋯⋯⋯⋯⋯⋯⋯⋯⋯(1 1 3)

一3一



二、驱虫⋯⋯⋯⋯⋯⋯⋯⋯⋯⋯⋯⋯⋯⋯⋯一⋯⋯⋯⋯(I 13)

三、羊鼻蝇蛆的驱治⋯⋯⋯⋯⋯⋯⋯⋯⋯⋯⋯··⋯⋯⋯，(1 14)

四、牛皮蝇蛆的驱治⋯⋯⋯⋯⋯⋯⋯⋯⋯⋯⋯⋯⋯⋯⋯(主至5)

五’i猪囊虫病的检治⋯⋯⋯⋯⋯⋯⋯⋯⋯⋯⋯⋯⋯⋯一·(115)

六，碘硝酚驱治活羊体内外寄生虫技术的推广⋯⋯⋯⋯(1 1 6)

第四节疫情⋯⋯⋯⋯⋯⋯⋯⋯⋯⋯⋯⋯⋯⋯⋯⋯⋯⋯⋯⋯(1 1 7)

一、炭痘⋯⋯⋯⋯⋯⋯⋯⋯⋯⋯⋯⋯·，⋯⋯⋯⋯⋯·⋯⋯(1 17)

二、马流感⋯⋯⋯⋯⋯⋯⋯⋯-⋯⋯⋯⋯⋯一⋯⋯⋯⋯·(主19)

三、五号病⋯⋯⋯⋯⋯⋯⋯⋯⋯⋯⋯⋯⋯⋯⋯⋯⋯⋯⋯(119)

四、·猪瘟和仔猪付伤寒⋯⋯⋯⋯⋯⋯⋯一⋯⋯⋯一⋯⋯一<12薹)

五、焦虫病⋯⋯⋯⋯⋯⋯⋯⋯⋯⋯⋯?⋯⋯⋯⋯⋯⋯⋯·’(121)

六、小尾寒羊传染性胸膜肺炎⋯⋯⋯⋯⋯⋯⋯⋯⋯⋯⋯(121)

七、青杠叶中毒⋯⋯⋯⋯⋯⋯⋯⋯⋯⋯⋯⋯⋯⋯⋯⋯⋯(122)

八，植物性感光过敏⋯⋯，⋯⋯⋯⋯⋯⋯⋯⋯⋯⋯⋯⋯··(圭22)

九，羊伪结核瘸⋯⋯⋯⋯⋯⋯⋯一。·．⋯⋯．．_．．．⋯⋯⋯⋯⋯·(122)

第五节业务考核Ⅵ⋯一⋯⋯⋯⋯⋯⋯⋯⋯⋯⋯⋯⋯⋯⋯⋯·(123)

一、绵羊痘病考核⋯⋯⋯⋯⋯⋯⋯，”⋯⋯⋯⋯⋯⋯⋯⋯·(123)

二、布氏秆菌瘸考核⋯⋯⋯⋯⋯⋯⋯⋯⋯⋯⋯“⋯⋯⋯·(125)

三、马鼻疽病昀考核⋯⋯⋯⋯⋯⋯⋯⋯⋯一⋯⋯⋯⋯⋯·(圭26)

西、马传贫病的考核⋯⋯⋯·～．．-⋯⋯⋯·⋯·⋯⋯⋯⋯⋯(126)

第六节 尚未诊断清楚的疫病⋯⋯⋯⋯⋯⋯⋯⋯⋯⋯⋯⋯⋯(圭27)

山羊流产原因的调查⋯⋯⋯⋯⋯⋯⋯⋯⋯⋯⋯⋯⋯⋯⋯(1 27)

第七节 兽医卫生监督管理⋯⋯⋯⋯⋯⋯⋯⋯⋯⋯⋯⋯⋯⋯(1 27)

一、兽医卫生监督员职权⋯⋯⋯⋯⋯⋯⋯··⋯·⋯⋯⋯⋯(王27)

二、兽医卫生益督程序⋯⋯⋯⋯⋯⋯⋯⋯⋯⋯⋯⋯⋯⋯(圭28)

一4——



．三、《兽医卫生合格证》，《肉类卫

生合格证)的发放一⋯⋯⋯⋯⋯(130)

． 四、兽医卫生行政案件的处理⋯⋯⋯⋯⋯⋯⋯⋯⋯⋯⋯(1 3 1)

五，兽药管理⋯⋯⋯⋯⋯⋯⋯⋯⋯⋯⋯⋯⋯⋯⋯⋯⋯⋯(133)

第六章牧业经营管理

第一节 1991年经营管理工作⋯⋯⋯⋯⋯⋯⋯⋯⋯⋯⋯⋯⋯(142)

第二节 1 992年经营管理工作⋯⋯⋯⋯⋯⋯⋯⋯⋯⋯⋯⋯⋯(144)

笫三节 1 993年经营管理工作⋯⋯⋯⋯⋯⋯⋯⋯⋯⋯⋯⋯_·(1 45)

第四节，1994年经营管理工作⋯⋯⋯⋯⋯⋯⋯⋯⋯⋯⋯⋯⋯(148)

第五节 1995年经营管理工作⋯⋯⋯⋯⋯⋯⋯．．．⋯⋯⋯⋯⋯(151)

第六节1996年经营管理工作⋯⋯⋯⋯⋯⋯⋯⋯⋯⋯⋯⋯⋯(152)

第七章畜牧兽医药械供应

笫一节1987年经营情况⋯⋯⋯⋯⋯⋯⋯⋯⋯⋯⋯⋯⋯⋯⋯(157)

第二节 1988年经营情况⋯⋯⋯⋯⋯⋯⋯⋯⋯⋯⋯⋯⋯⋯⋯(1s7)

第三节1989年经营情况⋯⋯．．．⋯⋯⋯⋯⋯⋯⋯⋯⋯⋯⋯⋯(158)

第四节 1990年经营情况⋯⋯⋯⋯⋯⋯⋯⋯⋯⋯⋯⋯⋯⋯⋯(1 58)

第五节 1991年经营情况。⋯⋯⋯⋯⋯⋯⋯⋯⋯⋯⋯⋯⋯⋯·(158>

笫六节 1992年经营情况⋯⋯⋯⋯⋯⋯⋯⋯⋯-⋯⋯⋯⋯⋯(1 59)

第七节 1 993年经营情况⋯⋯⋯⋯⋯⋯⋯⋯⋯⋯⋯⋯⋯⋯⋯(5l 9>

第八节 1994年经营情况⋯⋯⋯⋯⋯⋯⋯⋯⋯⋯⋯一，⋯⋯⋯。(160)

笫九节 1995午经营情况⋯⋯⋯⋯⋯⋯⋯⋯⋯⋯⋯⋯⋯⋯⋯(160)

第十节1996年经营情况．，．⋯⋯⋯⋯⋯⋯⋯⋯⋯⋯⋯⋯⋯⋯·．(160)

第八章牧工商

第一节 牧工商公司的成立与发展⋯⋯⋯⋯⋯⋯⋯⋯⋯⋯⋯(162)

第二节 牧工商公司历年的营业收支⋯⋯⋯⋯⋯⋯⋯⋯⋯⋯(1 63)

．．．．，。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九章牧区建设与投资

第一节 I 988午牧区建设与投资⋯⋯⋯⋯⋯⋯⋯⋯⋯⋯⋯⋯(165)

第二节 1989年牧区建设与投资⋯⋯⋯⋯⋯⋯⋯⋯⋯⋯⋯⋯(166)

第三节 1990年牧区建设与投资⋯⋯⋯⋯⋯⋯⋯⋯⋯⋯⋯⋯(167)

第四节 1991年牧区建设与投资⋯⋯⋯⋯⋯⋯⋯⋯⋯⋯⋯⋯(168)

第五节 1 992午牧区建设与投资⋯⋯⋯⋯⋯⋯⋯⋯⋯0 o o 0 0 0一(168)

第六节 1 993年牧区建设与投资⋯⋯⋯⋯⋯⋯⋯⋯⋯⋯⋯⋯(1 69)

第七节’1994年牧区建设与投资⋯⋯⋯⋯⋯⋯⋯⋯⋯⋯⋯⋯(170)

第八节 1995年牧区建设与投资⋯⋯⋯⋯⋯⋯⋯⋯⋯⋯．．．⋯(171)

第九节 1996年牧区建设与投资⋯⋯⋯⋯⋯⋯⋯⋯⋯⋯⋯⋯(172)

第十节、牧区电力工程建设⋯⋯⋯d“o e e e·o e e e·e e e·9 0 0 0 0 0 0 o o 8 Q··6·(174)

第十一节牧建办的经济实体⋯⋯⋯⋯⋯⋯⋯⋯⋯⋯⋯⋯⋯(175)

√ 一 第十章。种畜场建设

第一节1991年种畜场建设⋯⋯⋯⋯⋯⋯⋯⋯⋯⋯⋯⋯⋯⋯(177)

第二节1994年种畜场建设⋯⋯⋯⋯⋯·’⋯⋯⋯一⋯⋯⋯⋯”(179)

第三节 I 995午种畜场建设⋯⋯⋯⋯⋯川⋯⋯⋯⋯⋯⋯⋯⋯(183)

第四节 1996年种畜场建设⋯。⋯⋯·e o e ee·0·⋯⋯⋯⋯⋯⋯⋯(187)

第十一章牧业生产专项经费

第一节 I 991年牧业专项经费⋯⋯⋯⋯⋯⋯⋯⋯⋯⋯⋯⋯⋯(1 90)

第二节 i 992年牧业专项经费⋯⋯⋯⋯⋯⋯⋯⋯⋯⋯⋯⋯⋯(1 90‘)

第三节‘1 993年牧业专项经费⋯⋯⋯⋯⋯⋯⋯⋯⋯⋯⋯⋯⋯(1 91)

第四节 I 994年牧业专项经费⋯⋯⋯⋯⋯⋯⋯⋯⋯⋯⋯⋯⋯(1 91)

第五节1995年牧业专项经费⋯⋯⋯⋯⋯⋯⋯⋯⋯⋯⋯⋯⋯(192)

第六节 1996午牧业专项经费⋯⋯⋯⋯⋯⋯⋯⋯⋯⋯⋯⋯⋯(192)

一6一



第三编牧业经济

第十二章畜牧业生产 ．’_+

第一节 l 991—1 997年全旗各类牲畜数量⋯⋯⋯⋯⋯⋯⋯⋯(1 93)

第二节 1991—1997年全旗大小畜生产⋯⋯⋯⋯⋯⋯⋯⋯⋯(194)

第三节 1 991—1 997年全旗大畜生产⋯⋯⋯⋯⋯⋯⋯⋯⋯⋯(I 95)

一、1991—1997年全旗牛的生产⋯⋯⋯⋯⋯⋯⋯⋯⋯⋯(196)

二、i991 m1 997年全旗马的生产⋯⋯⋯⋯⋯⋯⋯⋯⋯⋯(I97)

第四节 1991一1997年全旗小畜生产⋯⋯⋯⋯⋯⋯⋯⋯⋯⋯(198)

一，1 991—1 997年全旗绵羊生产⋯⋯⋯⋯⋯⋯⋯⋯⋯⋯(1 99)

二，1991—1997年全旗山羊生产⋯⋯⋯⋯⋯⋯⋯⋯⋯⋯(200)

第五节 1 991二1 997年全旗猪的生产⋯⋯⋯⋯⋯⋯⋯⋯⋯⋯(201)

第六节：1991年苏木(乡镇场)各类的牲畜数量⋯⋯⋯⋯⋯(202)

第七节 1 992年苏木(乡镇场)各类牲畜数量⋯⋯⋯⋯⋯．．．(204)

第八节 1 993年苏木(乡镇场)备类牲畜数量⋯⋯⋯⋯⋯⋯(206)

笫九节 1994年苏木(乡镇场)各类牲畜数量⋯⋯⋯⋯⋯⋯(208)

第十节 1995年苏木(乡镇场)各类牲畜数量⋯⋯⋯⋯⋯⋯(2 1 0)

第十一节 1 996年苏木(乡镇场)各类牲畜数量⋯⋯⋯：一··(2 1 2)

第十二节 1 997午苏木(乡镇场)各类牲畜数量⋯⋯⋯⋯⋯(2 1 4)

第十三节i991—1997年6月末大小

畜超万头的嘎查(村)⋯⋯⋯⋯⋯⋯(2 I 7)

．一，1 99 1年6月末大小畜超万头的嘎查(村)··o·o o D o o⋯(2 17)

二，1 992年6月末大小畜超万头的嘎查(村)⋯⋯⋯⋯(2 1 8)

三、1 993年6月末大小畜超万头的嘎查(村)⋯⋯⋯⋯(2 1 9)

一7一



四，1 994年6月末大小畜超万头的嘎查(村)。⋯⋯⋯⋯(220)

五、1 995年6月末大小畜超万头的嘎查(村)⋯⋯⋯⋯(221)

六，1 996年6月末大小畜超万头的嘎查(村)⋯⋯⋯⋯(222)

七，1997年6月末大小畜万头的嘎查(村)⋯⋯⋯⋯⋯(22 3)

第十三章农村经济收益分配

第一节 1 991年全旗农村经济收入与支出⋯⋯⋯．⋯⋯⋯⋯⋯(225)

第二节 1992年全旗农村经济收入和支出⋯⋯⋯⋯⋯⋯⋯⋯(227)

第三节 1 993年全旗农村经济收入和支出⋯⋯⋯⋯⋯⋯⋯⋯(229)

第四节 1 994午全旗农村经济收入和支出⋯⋯⋯⋯⋯⋯⋯⋯(231)

第五节 1 995年全旗农村经济收入与支出⋯⋯⋯⋯⋯⋯⋯⋯(233)

第六节 1 996年全旗农村经济收入和支出⋯⋯⋯⋯⋯⋯⋯⋯(235)

第四编研究报告与科技论文

第十四章可性行究研报告

第一节扎鲁特旗细毛羊基地建设

．． 项目可行性础究报告⋯⋯⋯¨⋯⋯⋯(237)

第二节，利用育草基金建设扎旗育草基地

可行性研究报告⋯⋯⋯⋯·。⋯⋯⋯⋯．．(238)

第三节扎鲁特旗牧业基地建设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2 39)

第四节 扎鲁特旗综合开发利用缺水草牧场建设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240)

第五节扎鲁特旗肉牛产业技术开发可行性研究报告⋯⋯⋯(241)

第六节 扎鲁特旗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242)

一8一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笫十节

笫十一节

第十二节

扎鲁特旗草籽基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244)

扎鲁特旗秸秆养牛示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2 45)

扎鲁特旗畜牧业塑料暖棚建设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246)

《九五》攻关项目L一提高“罕山白绒山羊”

产绒量可行性研究报告⋯⋯⋯⋯⋯⋯⋯⋯(249)

扎鲁特旗牧区开发示范工程建设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m(250)

扎鲁特旗小尾寒羊生产基地建设．

+可行性研究报告⋯⋯⋯⋯⋯⋯⋯⋯⋯⋯⋯(254)

第十五章科技论文

一、大兴安岭中，南部山地野生花卉

资源及其开发利用⋯⋯⋯⋯⋯⋯⋯⋯⋯⋯(259)

二、辽宁绒山羊改良本地羊效果的观察⋯⋯⋯⋯⋯⋯⋯(265)

三．西门塔尔牛的风土驯化和提纯复壮⋯⋯⋯⋯⋯⋯⋯(26 9)

四、牛环形泰勒焦虫病的诊断⋯⋯⋯⋯⋯⋯⋯⋯⋯⋯⋯(273)

五、比赛可灵穴位注射治疗马属动物便秘症⋯⋯⋯⋯⋯(277)

六、也谈小尾寒羊的饲养⋯⋯⋯⋯⋯⋯⋯⋯⋯⋯⋯⋯⋯(279)

七、预防山羊流产⋯⋯⋯⋯⋯⋯⋯⋯⋯⋯⋯⋯⋯⋯⋯⋯(281)

第五编会议及培训

第十六章工作会议和专业会议

第一节工作会议⋯⋯⋯⋯⋯⋯⋯⋯⋯⋯⋯⋯⋯⋯⋯⋯⋯⋯(283)

第二节专业会议⋯⋯⋯⋯⋯⋯⋯⋯⋯⋯⋯⋯⋯-⋯⋯⋯⋯(284)

一9一



第十七章技术培训

第一节 畜种改良技术培训⋯“⋯⋯⋯⋯⋯⋯⋯+⋯⋯⋯⋯⋯(285)

第二节兽医技术培训⋯‘．．．．．．⋯⋯⋯⋯⋯⋯⋯⋯⋯一⋯⋯··(285)

第三节 经营管理技术培训⋯⋯⋯⋯m⋯⋯⋯-⋯⋯⋯⋯⋯(286)

一lO—



大 事 记

一九九一

‘3月8目一只21 6号澳美种公羊因病医治无效死于畜牧工作站，

4月23日夜至24日上午降大雪，鲁北镇遭灾严重，农电线路损坏折

款2．93万元罗死亡大小畜1．036头(只)。9月1 2日内蒙古自治区

党委第一书记王群、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阿拉坦敖其尔来

本旗视察工作。
‘

一九九二

9月格日朝鲁苏木霍日格嘎查上年用澳大利亚无角道赛特种公

羊为父本，常温人工授精改良本地绵羊，接冬羔487只,，现在羔羊

发育良好，平均体重达35公斤以上，将进入育肥期。lo月本旗北部

牧区连降大雪，积雪深30一80厘米，受灾面积1000多方亩，受灾牲畜

50多万头(只)，霍林郭勒苏木有2．2万头(只)牲畜团在雪区。

1 1月北部牧区连降3次大雪，积雪浅处30厘米，深处达80—loo厘米

草场普遍被雪复盖，牲畜无草可食，灾害严重。年1 1月哲盟畜牧学

院赵宏坤教授等人来本旗调查发现羊伪结核病，并研究成功防治办

法，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九九三

2月5日和20日两场大雪之后4月5日至7日遭到一场罕见的

暴风雪袭击，平均风力8级以上，局部达到1 o级以上，降温1 o一20℃。

受灾户2．4万多户；受灾人口15．2万多名。受灾牲畜64．8万头(只)，

死亡牲畜8294头(只)。被大风刮毁畜棚3000多处，一部分牲畜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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