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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七月，盐津县的山水间，草
青牛肥人忙。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产业振兴。
近年来，盐津县紧扣省委打造世界

一流“绿色食品牌”的发展目标，围绕品种
选育、品质提升、品牌塑造，坚持高位谋划、
政策撬动、科技支撑、健全机制，牵着“牛鼻
子”，走实“犇”富路，全力将盐津肉牛产业
打造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10亿元级”富民
产业，呈现出一幅“牛气冲天”的画卷。

系统谋划牵好“牛鼻子”

盐津县自古为中原入滇要道，是云南
通往内地的北大门之一，素有“滇川门户”
之称。全县总面积 2091.5 平方公里，有耕
地 39.45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64.62%，年
平均气温17.6℃，年降雨量1226.2毫米。县
域内气候温润，土地肥沃，适宜多种牧草生
长，农业资源丰富，可利用秸秆资源存量达
70万吨，同时种植皇竹草等牧草 2.8万亩，
发展肉牛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

为谋划好产业发展新思路，按照市
委“老产业+新理念+新机制+新技术=
新产业”的理念，盐津县委、县政府通过
充分调研，针对性提出大力发展乌骨鸡、
肉牛、竹子三大产业，形成“3+N”的富民
产业发展路径。

盐津县牵好“牛鼻子”，制定了肉牛“10
亿元级”富民产业中长期规划，围绕肉牛产
业发展目标，按照村申请、乡审核、县审定
自下而上的方式抓好项目库建设，将涉及
肉牛产业发展的项目全部纳入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项目库，确保肉
牛产业发展项目规范化管理。按照“一年
打基础、三年见成效、五年成规模、十年树
品牌”的总体发展思路，盐津县走“千家万
户齐参与壮大基础母牛群、能人大户强带
动集中育肥商品牛”的肉牛产业发展路
子，打造西南地区优质云岭牛、安格斯能繁
母牛基地及绿色牛肉生产加工基地，着力
打造“盐津肉牛”品牌，做强肉牛产业。以
3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域为核心，规划
布局饲草加工基地、肉牛养殖基地，配套屠
宰加工及冷链物流园区，推进全产业链开
发。预计 2025 年肉牛存栏达 10 万头以上
（其中能繁母牛 4 万头以上），实现产值 10
亿元以上。预计2035年肉牛存栏规模达30
万头以上。

屋顶上、后檐沟里、吊脚楼下，都养殖
着肉牛，这是记者在盐津县豆沙镇石门村华
坪村民小组村民家看到的养牛场景。52岁
的朱安林和老伴把后檐沟一块80平方米的
空地建成了养牛场，每年存栏五六头牛，
2023年卖了2头商品牛，收入1.5万元；今年
已卖 3 头小牛，收入 7000 多元。“儿子儿媳
妇都在外打工，我们老两口在家里养牛，既
在劳作中充实了自己，又有了经济收入。”
朱安林边给牛宝贝喂饲料，边对记者说。

据豆沙镇肉牛产业办主任王森介绍，
按照“千家万户齐参与壮大基础母牛群、
能人大户强带动集中育肥商品牛”的发展
模式，华坪村民小组 45户农户中有 25户加
入了养牛队伍，累计存栏 141头。目前，豆
沙镇 755 户农户养殖肉牛 3507 头，其中能
繁母牛2970头。

体系保障培育“犇牛业”

发展目标确定之后，实现目标的关键
是要素保障。盐津县在肉牛产业发展过程

中，先后建立了 12个方面的保障体系和
措施办法，确保“10亿元级”富民产

业落地生根。

优化饲草生产体系。优化饲草种
植，全县共开展 5 个区域 34 个品种牧草遴
选试验，种植牧草2.8万亩，推广粮改饲5.02
万亩，种草养牛模式全面推行，肉牛产业饲
草体系不断完善。探索“村集体经济组织+
企业+农户”的饲草收贮加工体系，大力推
广秸秆青贮技术，收贮秸秆53万吨，提高当
地饲草资源利用率。

规范养殖设施建设。云南省草地动物
科学研究院结合盐津地理气候环境，规划
设计了不同规模的肉牛养殖场通用图纸，
大力推广床场一体化牛舍技术，建成 50头
规模以上的标准化养殖场258个，现代肉牛
养殖标准化圈舍从无到有，肉牛养殖圈舍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完善良种繁育体系。加大冻精改良实
施力度，建成肉牛冻精改良服务中心 1个、
改良站15个，推广以云岭牛为主、安格斯牛
为辅的冻精改良牛10806头，肉牛良种繁育
稳步推进。

加快肉牛补栏速度。充分发挥党员、
村组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按照“政府引
导、龙头企业带动、养殖大户组织、群众参
与”的原则，引导群众发展肉牛养殖。通过
外购和自繁自育两种方式加快肉牛存栏，
截至目前，全县肉牛存栏从 2020 年初的
8972 头增加到 43334 头，增速达 382.99%。
其中，能繁母牛从 5170头增加到 34398头，
增速达565.34%。

健全疫病防控体系。把好流通关，开
展动物防疫条件合格检查和购牛防疫检
查指导；严格开展春、秋两季防疫工作，完
成所有肉牛的疫苗注射和免疫密度检测，
免疫率达 100%。

提升饲养管理水平。开展肉牛养殖技
术集成示范，在牛寨、落雁、盐井、中和等乡
（镇）筛选 22户养殖户作为示范主体，开展
繁育、优质育肥、降本增效等技术集成综合
示范工作。加强技术培训，通过送出去、请
进来等方式组织全县肉牛产业工作人员、
村畜牧兽医员、肉牛养殖户参加肉牛养殖
技术培训，科学养殖管理技术逐步提升。
在云南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的指导下，
开展各类技术培训 23 场次，1 万余人次参
加，现场技术指导3500余人次，科学养殖管
理技术水平大幅度提升。

创新金融保险体系。加大信贷资金支
持肉牛产业发展力度，创新性地开发了“养
牛贷”和能繁母牛保险。全县累计办理“养
牛贷”5017 户 49086 万元，能繁母牛投保
31000头。

规范利益联结机制。建立集体经济组
织统一投保、统一技术服务机制，积极探索
推广“党支部+集体经济组织（专业合作
社）+农户+职业养牛人”的除本分利润代
养、订单收购牧草带动发展等模式，覆盖农
户1万余户，养牛户平均年增收1.7万元。

健全溯源管理体系。自主设计开发了
“盐津县肉牛溯源”管理软件，让每一头牛
都有一个“身份证”，建立了来源、养殖过
程、去向可查的肉牛养殖管理基础档案，不
让一头牛游离于“组织化”之外。开展肉牛
溯源建档立卡工作排查整改，进一步确保
账实相符，精准管理。

深化院县合作机制。加强与云南省草
地动物科学研究院合作，云南省草地动物
科学研究院先后派出专家团队900余人次，
到盐津开展技术培训、现场指导，帮助盐津
理清肉牛产业发展思路，推广科学养殖技
术。选派 14名畜牧兽医员、养殖大户到云
南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学习，围绕肉牛
育种与繁殖、饲料营养与饲养管理、饲料作
物高产栽培、饲草加工等环节，从实际操作
等方面进行全程培训。

持续抓好招商引资。围绕肉牛产业全
产业链建设，先后包装策划了高品质肉牛
种业基地、绿色肉牛养殖基地、肉牛屠宰加
工及冷链物流、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加
工）、高效秸秆发酵饲料生产（青贮饲料加
工）、烟草帮扶肉牛屠宰加工6个项目，粪污
资源化利用（有机肥加工）、烟草帮扶肉牛
屠宰加工2个项目已落地建设。

开展示范基地创建。先后建成标准化
肉牛养殖示范场23个，建成庙坝镇民政村、
石笋村、流场村、茨竹村、楠木村，兴隆乡蒿
芝村、保宁村，牛寨乡万和村、敦厚村、新华
村、龙茶村，滩头乡新田村12个千头肉牛专
业村，庙坝镇已成为万头肉牛镇。

在
绿 水 青 山
环抱的柿子镇
三河村先锋村民
小 组 ，有 一 家 长 100
米、宽 50 米左右的先锋肉牛
养殖场，100 多头牛儿在空旷的场地
里悠闲地吃食喝水，不时发出“哞哞”的叫
声。这个养殖场配有饲料搅拌机、电动撒
料车等，只有一名员工，每天早上、下午各
喂两次共4000斤饲料。

先锋肉牛养殖场负责人对记者说，他
们围绕“党支部+专业合作社+农户”的发展
模式，把当地的养殖大户、养殖能人、党员、
农户组织起来，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共同推
进肉牛产业发展。这里养殖的牛是以安格
斯牛作母本，与云岭牛杂交后产出的小牛，
一般 2年可出栏，这种牛肉质细多汁，是雪
花牛肉的主要原料，市场上供不应求。

措施得力养出“富民牛”

政策体系给底气，产业发展增“牛
气”。为切实加强盐津肉牛产业的组织领
导，盐津县成立了以县委书记、县长为双组
长，相关县处级领导为副组长，县直各部
门、乡镇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产业发展领
导小组，下设肉牛产业发展专项组，由分管
副县长担任组长并直接领导，负责落实肉
牛产业发展规划、政策落实、组织实施、检
查考核等工作。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制定奖补政策。4
年来，累计投入财政资金1.66亿元用于支持
肉牛产业发展。针对肉牛产业发展各环节
制定出台了养殖场建设、冻精改良、“见犊
补母”、养牛贷贴息、能繁母牛养殖、粮改
饲、养殖示范户等配套奖补政策，进一步撬
动社会资本、金融资金投入肉牛产业发展。

加强队伍建设，抓实产业发展。为确
保肉牛产业发展各项政策、措施、防疫关键
工作落实到位，盐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人才队伍建设，全县 10 个乡镇均配备 3 名
以上畜牧兽医专业人员，86个村（社区）配
备村级畜牧兽医专干1名，工资待遇纳入县
财政预算，并出台《盐津县村级畜牧兽医专
干管理办法（试行）》，推动政策措施、防疫
服务等关键工作落实落地。

强化技术支撑，服务产业发展。县农
业农村局整合技术骨干力量成立产业科技
服务团，下沉一线实行挂乡包村、分片负责
的网格化服务管理，为肉牛养殖户提供技
术指导、咨询服务。各类肉牛养殖技术培
训指导累计达1万人次，科学养殖管理技术
逐步提升。

规范发展机制，促进产业增效。为综
合考虑肉牛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人居环
境提升、养殖效益提升等因素，在实践总结
的基础上，提炼总结了“五规范两统一”的
肉牛产业发展要求。一是规范圈舍，达到
人畜分离，环境提升，节本增效；二是规范
品种，达到良种覆盖，打造盐津肉牛品牌；
三是规范饲养，达到良法覆盖，促农增收；
四是规范防疫，达到养殖安全；五是规范利
益联结机制，达到带动发展，提升肉牛产业
发展组织化水平；六是统一屠宰，延伸肉牛
产业链条；七是统一加工销售，进一步延伸
牛肉食品精深加工产业链条，建立市场营
销体系。

安格斯牛、云岭牛、西门塔尔牛、夏洛
莱牛，黄色、黑色、棕色、白色；牛儿吃饱后
在宽阔的圈舍里漫步，吹着山风，闻着花
香，听着鸟鸣，晒着太阳……在牛寨乡牛塘
村烂田湾村民小组，5个大型养殖场依山而
建，宏伟壮观，目前存栏 400多头牛。“我们
的养殖场大，牛儿在圈内可以自由走动，肉
质紧实，最重的有1800斤左右，这种牛一头
价值 2万元左右。”养殖场负责人袁帮强对
记者说。

招商引资建设大型肉牛养殖场是盐津
县肉牛产业发展的重点之一。云南犇牛农
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计划总投资4500
万元，分3期在烂田湾村民小组建设打造盐
津最大肉牛种牛生态繁育养殖基地（2000
头）、昭通最大云岭牛养殖基地。其中

一、二期工
程已于2021年7月建设完工并投入
使用，目前，第三期工程正在建设中。现有
牛舍 14000 平方米，草料间 600 平方米，兽
医室 20平方米，露天青储区 500平方米，堆
粪场 700 立方米，分牛栏 500 平方米，管理
房1500平方米。2023年，该公司被评为“云
南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

3 年来，当地采取“公司+基地+合作
社+农户”的双绑机制发展模式，通过“自
养+代养+共养”的多元化合作养殖方式，走
实产业发展组织化、规模化、专业化、精细
化管理道路。通过土地流转、饲草种植、牛
场务工、代养合作等带动农户586户。下一
步，将建设“牛超市”提供小牛和肉牛，在自
养基础上，辐射和带动全县农户共同发展，
实现10000头肉牛养殖目标，进一步发挥龙
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

“一县一业”叫响“品牌牛”

通过4年的全力推进，盐津县肉牛产业
快速发展，成功创建为云南省“一县一业”
示范县，“盐津肉牛”品牌越叫越响、成色越
来越足。

走进庙坝镇高坎村肉牛养殖场，一头
头牛儿膘肥体壮、毛色光亮。在舒缓的音
乐声中，有的啃食着饲草，有的眯着眼睛打
盹。饲养员们忙着打扫卫生、消毒、拌和饲
草，一切井然有序。肉牛养殖户朱家存家
前几天刚买进5头能繁母牛，现在他家养殖
的肉牛数量达到了 25头，预计今年可以出
栏10头，可实现产值12万元左右，除去50%
的成本，可获得利润6万元左右。高坎村肉
牛产业从 2020年底的全村 82户养殖户 273
头存栏数增长至目前的 196户养殖户 1168
头。2023年，全村肉牛产值达 1200万元左
右，刨除50%的养殖成本，利润达600万元。

据盐津县肉牛产业发展办公室主任龙
滨介绍，盐津县围绕“千家万户齐参与、壮
大基础母牛群”打造能繁母牛基地示范
县，能人大户强带动集中育肥商品牛，塑
造“盐津肉牛”品牌的总体发展思路，重点
在提技术、降成本、增效益、稳基础、做特
色上下功夫，盐津肉牛产业生态循环种养
体系、标准化养殖体系、利益联结体系、人
才支撑体系、政策支撑体系进一步完善，
累计出栏肉牛 5.2 万头，持续夯实盐津肉
牛养殖基础。

联农带农广覆盖，新发展肉牛养殖户
6720 户，带动 1 万余户农户的秸秆回收销
售，形成了千家万户参与肉牛养殖的良好
氛围。循环农业呈现闭环链，大力推广秸
秆青贮加工技术、标准化圈舍技术、粪尿还
田，变废为宝，降低肉牛养殖成本。推广秸
秆饲料化利用53万吨，建设有机肥加工厂1
个，构建起“田产粮、粮养畜、畜肥田”的生
态化发展格局。

群众收入新支撑，通过发展肉牛产业
创造就业岗位 270 个（每人月平均工资
4000 元），养殖户户均增收 1.7 万元，肉牛
产业正逐步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有力支
撑和稳定保障。2023年，盐津县完成地区
生产总值 75.24 亿元，同比增长 9.5%；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625 元，同比
增长 8.5%。

乡村振兴新气象，小规模大群
体的肉牛养殖发展模式已成为推
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规范
化养殖让环境更加整洁。当
前，盐津县正朝着“户均一
头牛”“组均一兽医”、

“业兴人富村美”
的 目 标 迈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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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牛养殖场一角肉牛养殖场一角。。 盐津县在牛寨乡龙茶村召开肉牛养殖现场会盐津县在牛寨乡龙茶村召开肉牛养殖现场会。。

养殖场变运动场养殖场变运动场，，牛儿膘肥体壮牛儿膘肥体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