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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多元化助
推饲草产业提质增效

——八年来，尝
试 引 进 早 熟 玉 米 品
种，饲用豌豆、燕麦、
黑麦新品种，筛选出
生育期短、产量高、耐
寒耐旱的铁研 53 号饲用玉米、青建 1
号豌豆等新品种，达到了全株青贮的
要求，提高了青贮饲草的品质以及饲
用价值，打破了传统种植品种单一、
产量较低的局面，品种多元化、产量
显著提升有效推动了饲草产业提质
增效。

●禾豆混播技术促进饲草产业高
质量发展

——利用豌豆、燕麦或黑麦混播
种植，饲草品质具有显著变化。据检
测，饲草蛋白质含量提高近 3 个百分
点，有效提升了饲草营养价值，使饲草
种植结构得到调整，有效改善了耕地
肥力，提升了耕地质量，土壤微生物显

著提升，从耕地质量方面对饲草产业
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粪污资源化利用机制促进三产
融合发展

——项目实施八年来，通过循环
发展，依托有机肥加工企业，逐步形
成了“分区域承包，签订粪污消纳协
议，订单回收集中处理，利用”的粪污
资源化利用模式，建立了长效的粪污
资源化利用及绿色农牧业发展机制，
为农牧业绿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有效促进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

●践行绿色发展，促进草食畜增长
——按照“种养结合、循环发展”

的绿色发展理念，紧
紧围绕“草-畜-粪-
肥”的绿色循环发展
模式，划定了禁养、限
养、适养三区，改造提
升规模化养殖场污染
物 治 理 基 础 设 施 设

备，强化“三品一标”品牌建设，促进畜
牧业绿色发展。

●打破传统观念，重视科技改善
品质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积极推
广应用现代畜牧业技术，大力推广

“TMR”全混合日粮技术，从不用青
贮饲草到试探性使用再到积极使用，
从采用简易青贮方式制作青贮到建设
标准青贮池进行青贮，打破了传统养
殖观念。与传统养殖模式相比较，使
用青贮饲草羔羊初生重量显著提高，
成活率达到95%以上，肉品质变化明
显，并且增重效果非常显著，市场接
受程度显著提升。

湟源县粮改饲走出种养双赢新路子
本报记者 晴空

草原村平均海拔3000米，因接近畜牧区，这里的养殖业发
展由来已久。低矮的山峦下，湟源国林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
羊棚、牛棚、饲草棚、饲料棚座座相连。

2013年以来，这里的养殖逐渐形成规模。进入其中一座牛棚，
牦牛们正在进食草料，牦牛肥壮，生长快。养殖户郭菊兰手捧一把
草料告诉记者，这就是她今年种植的青贮草料，牛羊都非常爱吃。

“我们现在就是‘种养结合’，除了精料，草料都是我们自己种
植。县上实施粮改饲项目以后，不用再去外面购买饲草了。自己种
植自己喂养，购买成本以及运输成本都降下来了。”郭菊兰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她与另外两家养殖场同时购进的一批牦牛，在高效
养殖了三个月后，这批牦牛的生长育肥情况有了明显变化。

“几家场一块购进的牦牛，我们场通过TMR全混合日粮
技术每天只喂四斤精料，三个月后我喂的牦牛是最大的，屠宰
后一头牛290公斤。他们两家有喂了八斤精料和青干草的，屠
宰后一头275公斤，喂了六斤精料和青干草的，屠宰后一头280
公斤，算下来还是 TMR 全混合日粮技术用料省而且效益
好。”郭菊兰说。

从一茬只养200头到现在一茬1400头，郭菊兰养牛的信
心不断增加。这背后除了良好的市场需求外，也源自湟源县畜
牧兽医站从牛羊繁育、疫病防治、饲草种植补贴、遮雨棚改造
项目等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实施。

八年来，湟源县有效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
“六个根本性转变”，构建“粮饲兼顾、农牧结合、循环发展”的新
型种养结构；形成“草-畜-粪-肥”循环发展模式、“土地流转+
订单种植+贫困户”的饲草产业扶贫模式、“授信池”金融扶持机
制；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畜禽粪污废弃物资
源化综合利用；引领农牧交错地带“种养结合，循环发展”的绿色
发展方式；加速农牧业绿色发展步伐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像
郭菊兰这样的牛羊养殖大户在湟源发展迅速，收益明显。

今年郭菊兰的养殖基地共储存了4500吨青贮草，她说足够全
部的牛羊吃到明年夏天。“青贮草喂养挺好的，比以前粗放喂养的方
式要省很多。我每年种植的青贮草有1470亩，还有1000亩是倒茬
中药材，一共2470亩，这样产生的牛羊粪也就循环利用了。”

目前，湟源县已形成“县负总责、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
出台《湟源县关于加快推进饲草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整合
农机、牧草等补贴项目，鼓励引导种养殖户种植饲草、扩大规
模。并制定完善项目申报、资金监督等管理办法，严格落实

“先建、后验、再补”程序，实行种养殖户黑名单和奖惩制度，确
保项目规范运行。同时，利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
项目，建立“专家+基地+技术员+示范户”的科技创新与成果
转化应用机制，组建100人的技术服务团队实行联点包干，技
术服务效率得到不断提高。

“通过粮改饲项目的实施，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
了绝佳的机遇，激活了资源要素潜力，种植新品种单产提高，
效益明显，群众收入增加，实现了粮经二元结构向粮经饲三元
结构的转变。”湟源县畜牧兽医站副站长薛万朝说。

每到夏季，绿色的饲草如同绿毯铺展在大地上，机械化的
耕作解放了人力，也让土地产生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在“全国
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创建的契机下，湟源县紧紧围绕“草-
畜-粪-肥”循环发展模式，全面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试点
行动，加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能力，着力推进大华镇饲草产
业强镇建设，促进农牧业绿色发展提质增效。

“按照种养结合、农牧互补、循环发展的思路，以提高质量效
益为根本着眼点，以增加农民收入为基本立足点，从体制机制上
发力，在统筹调整上用劲，实现了‘种养’双赢。”薛万朝告诉记者。

通过项目实施，形成了以龙
头 企 业 引 领 、 专 业 合 作 社 支
撑、广大农户参与的农牧业循
环发展格局；形成了以“规模
化种植、科学化加工、发展绿
色养殖、畜产品精深加工、粪
污 有 机 肥 加 工 、 饲 草 有 机 种
植、互联网+市场化销售”为一
体的循环发展模式。

结合饲草产业示范园，采取
“土地流转+订单种植+贫困户”
的饲草产业扶贫模式，针对贫困
户种植的饲草，以“订单保护
价”的形式直接收购，与广大
农户特别是贫困户之间的利益
关系紧密联系起来，初步构建
起相对完整的饲草产业扶贫试

验示范园体系，形成饲草产业
“点、线、面”梯度发展的格
局，“核心区—示范区—辐射区”
有效衔接，促进贫困户增收脱贫。

在湟源县青海西北鸿农牧科
技有限公司的养殖场内，6 米深
的饲草储料池内存储了满满的
青贮饲草，今年刚刚完成改造
的遮雨棚崭新、现代，牦牛在
干净的牛棚内食草、晒太阳。

“通过 TMR 全混合日粮饲喂技
术的应用，牦牛舍饲育肥较传
统 饲 喂 方 式 ， 日 增 重 提 高 了
10% ， 一 头 牛 能 多 赚 1000 块
钱。现在养殖场每年产生的收
益价值可达到 100 万元左右。”
负责人孙贵轩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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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时节，湟源大地结束了一年秋收的忙碌，换上了
素淡的冬装。

在前往寺寨乡草原村的路上，不时会看到公路旁的
羊群，冬天放牧，羊能吃饱吗？这个疑问很快就有了答案：
自2015年，湟源县被农业农村部列入全国第一批开展粮
改饲发展草食畜牧业试点县后，全县粮改饲工作持续深入
推进，“粮改饲”既成了该县调整种植业结构的重要切入
点，又是推动草食畜牧业节本提质增效的重要着力点，通
过“粮改饲”实现“种养双赢”，产生了显著的生态效益、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023年全县禾豆混播、饲用豌豆单播种植面积
达到了4.6万亩。

——白燕7号、黑饲麦1号、青建1号等12个新品种

不断实现技术更新，饲草产量大幅提升，青贮玉米鲜草单
产达到了7吨/亩。

这是一组亮丽的数据：2023年，全县调制加工青贮
饲草13.9万吨，规模化养殖场数量达到113家，有机肥加
工企业3家，饲草加工企业3家，打造PS面包草等畜产品
品牌3个。草食畜存栏37万头只，草食畜出栏25.79万头
只，草食畜出栏率达到69.7%，草食畜年末存栏比2014
年末上涨12.98%，草食畜出栏及出栏率比2014年分别
增长5.46%、3.8%。牛羊肉产量7438.22吨，比2014年增
长5.46%，奶产量3.6万吨，比2014年增长83.5%。

“粮改饲”将种地和养殖紧密结合，降低了牛羊养殖成
本，提高了土地产出效益，优化了种植业结构，实现了“种养
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