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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中乡发展种草养畜工作的思路与策略
金永盛

（适中乡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云南 姚安 675304）

0 引言
畜牧业是适中乡重点发展的“粮、烟、畜、蔬、菌”五大支柱产

业之一，也是事关农民经济持续增收的一大产业，其发展空间和

潜力都非常巨大。

1 基本概况
姚安县适中乡位于本县的东部，地处姚安、牟定、大姚三县的

结合部。东靠牟定县，西邻本县前场镇，南接南华县，北与大姚县

毗邻。全乡国土面积为 114.81km2，是云南省楚雄州 40个少数民
族聚居乡之一。全乡海拔在 1840~2200m 之间；年平均气温
15.2℃，年降雨量为 765mm左右，全乡设 4个村民委员会，47个
村民小组，形成 26个自然村分布在群山峻岭中。全乡总户数
1410多户，总人口近 5894人。彝族是本乡的主要民族，占总人口
的 85%左右。特殊地理环境，造就本乡山多地少，地多于田，总耕
地面积 5626亩，其中旱地 3285亩，水田 2341亩，人均占有的粮
食量远远低于全县的水平，林下草场面积达 13.89万亩。辖区内
主要农作物有水稻、玉米、小麦、蚕豆、烤烟，畜牧业主要有猪、

马、牛、羊、驴、骡、鸡，群众的经济收入单一，主要经济来源于种

植业、畜牧养殖业、劳务输出等，属典型的河谷型少数民族集聚

乡，发展畜牧业具备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生物资源。

2 发展思路
“十三五”期间，适中乡紧紧围绕“把姚安建设成为全省 30个

肉牛基地县之一”的发展定位，按照“猪禽提质增效、牛羊加快发

展”的发展思路，加强领导，增加投入，紧紧围绕牧业增产，农民

增收的目标，转变作风，开拓进取，真抓实干，狠抓各项工作措施

落实，以实施草原家庭承包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为推

手，以巩固退耕还林还草成果后续产业养殖业建设为契机，切实

抓好畜牧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充分发挥适中乡丰富的饲草资源，

大力开展农田地种草，大力推广普及牛羊饲养配套技术，加快牛

羊养殖产业跨越发展，促进畜牧业的全面发展[1]。

2019年末，全乡牛存栏 4144头（其中能繁殖母牛 1301头），
牛出栏 2223头，同比增长 11%；羊存栏 7969只（其中能繁殖母
羊 3253只），羊出栏 4734只，同比增长 6.4%；食草型家畜肉类总
产量达 392t，同比去年同期增长 7.5%，实现食草型家畜畜牧业产
值（现价）达 1984万元，同比去年同期增长 7.8%；食草型家畜产
值占全乡农村经济总收入的比重达 44.6%，农民人均畜牧业收入
达 3173元，比上年增收 74元。乡党委、政府深入分析适中乡畜
牧业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及存在问题，认真贯彻上级党委、政府有

关扶贫攻坚会议精神，结合本乡的实际，坚定了要脱贫致富奔小

康，必须下决心调整产业结构，把发展畜牧业作为“十三五”期间

发展本乡经济、奔小康的支柱产业之一的决心。按照边远山区的

特点，结合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退耕还林还草，有利于发展以

牛、羊为主的节粮型草食家畜。根据《姚安县草山资源普查》资料

记载，适中乡草场有效面积达 13.89万亩，每年可利用农作物秸
秆达 1200多吨。近年来，市场需求量大，牛羊价格节节上涨，刺
激了农民饲养牛羊的积极性。积极发展牛、羊养殖产业，支援城

市和工矿建设，发展旅游业，为增加农民收入，增加财政收入，改

变贫困面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辟一条生财之道[2]。

3 工作实施中的困难与问题
（1）农户思想保守，发展意识不强。
适中乡己在 2003年就开始引导实施种草养畜工作计划，但

由于适中乡当时大部份农户思想保守，总认为本来就山多地少，

田地都种草了，今后没有大米吃，饿肚子怎么办?人畜争粮，谁去

摘 要：因此本文以适中乡为例，针对适中乡如何培植新兴产业、如何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等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
措施，为推进工作提出新思路、制定新策略。 适中乡要结合乡情，拓宽思路，把发展种草养畜作为农业产业结构的重点抓紧
抓实，加快适中乡肉牛、肉羊等食草型家畜的跨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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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舍?不管怎么做工作，农户总不愿意种植牧草。
（2）规模化经营水平低、辐射示范带动乏力。
当时适中乡畜牧业产业化和规模化水平较低，缺乏规模养殖

大户带动，而当时牛羊价格又太低，又没有从事牛羊营销大户，

畜牧产品的产、加、销脱节，导致适中乡种草养畜工作无法推进。

（3）畜产品科技含量不高，结构调整进展缓慢。
以生猪为主的畜牧业生产格局难以突破，高产优质和名特产

品少，市场竞争力不强。

（4）畜产品加工流通滞后，转化增值能力弱，严重影响经济效
益的提高。

（5）投入与生产发展和产业作用不相适应，科技推广与项目
建设等资金缺口较大。

（6）市场和信息服务体系建设严重滞后，不适应畜牧业的发
展要求。当年这些不利因素，都给适中乡发展种草养畜工作带来

严重的阻碍。

4 推进工作的思路与策略
为了保证种草与养畜工作同步推进，适中乡采取重点突破，

村组干部包村挂养殖农户，广泛开展算账对比服务牛羊养殖农

户工作举措，集中力量做好一部份养牛羊农户的思想工作，免费

提供优质牧草草籽给农户进行试种，并细化工作职责，着力解决

好牧草试种户的集中技术培训、外出考察学习、厩舍改造、牛羊

养殖贴息扶持贷款发放及羔羊、犊牛培育技术推广等服务工作[3]。
通过强化做好养殖农户在畜牧业生产中的产前、产中、产后全程

服务工作后，适中乡的种草养畜工作局面才由 2003年的“要我
种草养畜”扭转为如今自发的“我要种草养畜”工作格局。

（1）组织领导。乡党委、政府切实加强领导，成立相应领导小
组，由乡长担任组长，下设办公室和技术执行服务组，对该项工

作实行统一领导，并制定相关产业发展规划方案，细化工作措

施，抓实工作环节，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各村民委员会也成立相

应组织，主任为主要负责人，负责该项目推广实施。逐级签订责

任书，实行双项承包，目标管理，年终考核、兑现奖惩。

（2）扶持发展养牛、养羊重点和专业户。利用“两户”的先进典
型，用他们勤劳致富，科学饲养的先进经验，带动全乡农民发展

养牛羊。努力实现“两户”（即年出栏 50只商品羊或 5头商品牛）
占全乡总户达养殖农户数的 40%以上。为了扶持“两户”做到几
个优先。①优先对其进行技术培训；②优先提供种羊；③优先进
行防疫治病；④优先帮助种草，给予无偿提供草籽、化肥；⑤优先
给予小额信贷资金。并设立养牛、羊周转金，筹集牛、羊发展资

金，以贷款的为放贷母羊的方式给养牛羊来偿还，这样滚动发

展，变输血为提高造血功能，使全乡农民共同走富裕之路。

（3）加强科技服务，全面推广：种、料、管、防技术，依靠科技进
步，办好基业，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

5 主要成效
（1）立足乡情，创新发展思维。发展节粮型的草食家畜是发展

高产、优质、高效、低耗的畜牧业成为必由之路。发展牛、羊。①生
产对路的产品；②有利于发挥草山资源；③扬长避短，克服粮草
不足；④市场潜力好，有利促进饲养；⑤资金投入没有养猪大，不
需较多的设备等。

（2）致富群众。推广牧草种植，能大量提高鲜草产量，为解决
牛、羊饲草不足问题提供可靠保证。饲养牛、羊己成为本乡农民的

一项主要经济收入。据本县市场调查，市场价格：牛肉 30~45元/kg，
羊肉 70元/kg左右。市场供应偏紧张，发展牛羊生产完全符合市
场需求。仅 20019年全乡肉牛出栏 1327头，比上年增 211头，增
长率为 22.9%；羊出栏 3198 只，比上年增 458 只，增长率为
16.5%；牛羊肉类总产达 240.4t，全年实现牛羊销售收入（现价）达
654万元，农民人均饲养牛羊收入达 1090元。现如今，适中乡的
优质牧草种植推广己达 860多亩，受益农户达 820多户。
（3）具有显著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人工牧草种植可以提

高土壤覆盖度，绿化荒山。防止水土流失，培肥地力，改善生态环

境，促进生态农业的发展，对发展适中农村经济，引导农户脱贫

致富具有重大作用。

6 结语
从最初的竭力反对到最终的大力支持，从 2003年的“要我种

草”转变为如今的自发的“我要种草”工作格局。经过许多的思想

工作及政策扶持，才使农户达成种草养畜的共识，认识到人工牧

草种植的广阔发展前景[4]。也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一定要以科学
发展观统领畜牧业工作发展的全局，发展才是硬道理，僵化的思

想、狭隘的视野、陈旧的观念，只会造成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工

作被动，只有真正树立起大开放、大发展的思想观念，敢闯敢干，

世间没有做不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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