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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肉牛业“短板”如何补？

■ 本报记者 刘刚

近年来， 随着牛肉价格持续上
升， 我省肉牛产业逐渐开始恢复发
展，也涌现一些规模较大的养牛企业
或者合作社。 但记者调查发现，由于
种种原因，我省肉牛产业仍然存在不
少“短板”，制约了养牛业的可持续发
展。

肉牛存栏量趋减

这几年我省肉牛产业发展现状
如何？省牛羊产业协会会长章孝荣直
言不讳，“肉牛存栏量总体上说是减
少的， 这个趋势并没有什么大的变
化。 ”他详细介绍了我省肉牛产业的
现状，改革开放以后，我省肉牛业快
速发展，到 20 世纪末期，全省肉牛存
栏量 500 万头 ，最高峰时 （1995 年 ）
达到 700 多万头，牛肉产量位居全国

第十，华东地区第二（仅次于山东）。
进入 21 世纪后， 农村养牛户逐渐减
少，肉牛养殖业逐渐滑坡，存栏量、出
栏量、 肉产量和能繁母牛数锐减，到
2008 年，全省肉牛存栏量仅有 100.3
万头。

2011 年以后，受牛价上涨驱动，
规模养牛发展较快， 生产有所回升，
但主要靠异地购买架子牛育肥，2012
至 2016 年全省肉牛存栏量基本上在
130 万头左右， 出栏 120 万头左右。
但最近两年， 农村养殖户逐年减少，
肉牛存栏量快速下滑，全省肉牛存栏
量实际上已不足 60 万头， 年出栏约
50 万头。

说到这几年的变化，省农科院畜
牧所专家贾玉堂表示， 与前几年相
比， 我省肉牛产业的变化表现为三
点： 一是随着活牛和牛肉价格上涨，
肉牛养殖效益增加， 规模养殖比重
（主要是外购架子牛育肥）有所上升，
但传统的养殖户快速减少；二是肉牛
存栏和出栏量快速下降，特别是基础
母牛急剧减少； 三是架子牛需求增

加，货源紧张，价格快速上涨，外购架
子牛育肥越来越困难。

肉牛养殖障碍仍多

凤阳县大明牧业公司负责人赵
勇长期从事肉牛养殖，目前他的养殖
场存栏肉牛近 400 头。 “这几年肉牛
价格确实在上涨，养牛利润要比前几
年高一些，但想进一步做大的障碍仍
然较多。 ”赵勇说，首先就是资金问
题，养牛业可以说是畜牧养殖中需要
资金最多的产业，一个存栏量 200 头
肉牛的养殖场需要资金近 1000 万
元，这样庞大的资金量让很多人望而
生畏。其次就是土地指标紧张。“肉牛
场占用土地较多，要发展势必要占用
更多的土地， 但目前用地指标很紧
张，很多养殖场只能维持现状。”第三
就是补贴政策较少，养牛企业或者合
作社基本靠自己的实力去发展，在缺
少补贴的情况下，一些新技术、新品
种、新模式的应用积极性就很差。

旌德县虎威黄牛养殖场创办人
严少义也有同感，他告诉记者，目前

他觉得养牛业最大的问题还是补贴
政策极少和饲料价格猛涨。 “养牛业
和养猪业相比， 补贴政策少得可怜，
我们资金压力很大，根本不敢扩大规
模，这几年我一直维持 200 头左右的
饲养量。 ”严少义说，2020 年下半年
以来，玉米、豆粕价格猛涨，饲料成本
增加了 30%以上。

此外， 养牛户都感觉架子牛价
格过高。 既然架子牛价格高，为啥养
殖户不愿意自繁自养呢？ “养殖母牛
的成本更高， 而且小牛犊长成育肥
牛，至少要两三年时间，养殖户的风
险也高。 ”宿州市草源牧业负责人马
良兵告诉记者， 养殖母牛的最大风
险就是牛犊的死亡，如果照顾不好，
小牛犊死亡，那一年就白忙了。 颍上
县肉牛养殖户王浩说， 过去买架子
牛去河南、山东买，这几年这些地方
的养殖户也不愿意养母牛， 也是去
东北和西北等地购买架子牛， 这样
架子牛的价格就被抬高了。 “前几年
能繁母牛还有补贴， 这几年补贴也
没了。 ”

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

贾玉堂告诉记者， 由于肉牛养
殖周期比较长，初期投入也比较大，
而现行的贷款制度贷款利率高 ，且
担保手续繁琐， 养牛场以及肉牛不
可作抵押，这不利于养牛业的发展。
其次， 省内养牛户大多从省外购进
犊牛进行育肥，然后出售获利。 真正
的肉牛良种场寥寥无几，品种混杂，
杂交优势不能充分发挥， 养殖效益
低下。

针对养牛业存在的问题，章孝荣
说，我省如果要实现肉牛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就必须借鉴国外经验，建立
和完善肉牛生产补贴和扶持政策，形
成从生产、融资、市场、流通等多方面
扶持，当前特别要鼓励繁育，解决上
游产业源头，包括：良种补贴、能繁母
牛补贴、犊牛补贴、规模化饲养补贴、
动物防疫补贴等； 在风险支持上，实
行政策性保险制度和提供信贷支持
等，将肉牛养殖保险纳入到国家政策
补贴。

大棚菜春管有讲究
■ 本报记者 刘刚

省农科院园艺所副所长严从
生告诉记者，当前，大棚蔬菜的管
理的重点在保温、 水肥管理等方
面，建议菜农合理规划，保障蔬菜
产量，优化植株负担，提高产量。

随着光照加强， 天气转暖，气
温提升，棚室环境随之变化，由原来
的单一保温变为合理调控棚室温度
的变化。一些保温性较强的新棚，容
易出现夜间温度较高的情况， 植株
徒长，膨果慢，生理性问题多发。 建
议菜农及时观察刚开始拉棚时棚内
的温度，根据长势等灵活调整，最低
温度控制在 10 至 15℃， 这样既有
利于叶片白天制造的光合产物进行

转移、分配，养根、促棵、攻果，又能
拉大昼夜温差，减少呼吸消耗，控制
旺长。春季光照时间渐长，光照强度
增加，光照入射角度随之变化，菜农
要注意调整反光膜的角度。

天气转暖后，蔬菜植株生长加
快，蔬菜枝叶茂密，使得株行间通
风透光性降低，尤其是植株下部易
形成郁闭的小环境， 影响果实上
色，加重病害发生。 因此，要及时
做好整枝打杈的工作。 蔬菜的长
势增强，不同蔬菜整枝落蔓的方式
应该注意调整。 黄瓜、丝瓜等葫芦
科蔬菜，要及时摘叶并落蔓。 落蔓
前要先将下部老叶摘除，待伤口干
燥后再进行落蔓。 当然也可与落
蔓同时进行，单棵先摘叶，后落蔓。

早春时节咋管畜禽
■ 本报记者 刘刚

本周我省天气转冷， 阴雨绵
绵，气温多变，如何减少恶劣天气
给畜禽带来的强应激，成为很多养
殖户关心的问题。 记者就此采访
了省畜牧技术推广总站首席专家
吴宓。

吴宓说， 早春时节气温仍低，
要做好畜禽的防寒保温。 畜禽圈
舍的温度一般应保持在 16℃至
24℃。 雏鸡和仔猪等幼畜禽，对温
度的要求更高。 保温方法有两种：
一是尽量密闭畜禽舍的房间(要定
期换气)；二是采用电加热器、普通
白炽灯泡等加热设备。

要注意能量饲料的补充，主要
有玉米和油脂等，以提高畜禽抗寒
能力。 喂能量饲料还可预防感冒，
使畜禽增膘快。还可在饮水中加入
葡萄糖或在饲料中拌入 1%～2%的
植物油， 并增加维生素的饲喂，特

别是维生素 A的添加量，能在短期
内减少畜禽对寒冷的应激。可在喂
湿料时加些热水，避免过冷饲料损
害畜禽的胃肠黏膜，导致肠胃病和
其他并发症。 做好卫生消毒。 用
0.5%的强力消毒灵喷雾或生石灰
或碱液消毒圈舍，每周 1 次；每周
至少 2 次对所用过的料盘、 料水
桶、饮水器等饲养器具消毒。

早春时节，畜禽呼吸道疾病多
发。 细菌性感染可用恩诺沙星等
饮水投服。 病毒性呼吸道病如传
染性支气管炎、 传染性喉气管炎
等，虽然抗生素对其无效，但有时
为了防止继发细菌感染，可适当使
用一些抗生素与抗病毒药物如板
蓝根、金银花等混合使用，也可选
用疫苗紧急接种治疗。 另外，在饲
料或者饮水中加入适当的药物和
添加剂， 可增强畜禽的抵抗力，也
可以预防很多疾病。 要及时免疫
接种。

蔬菜大棚里念起“致富经”
作为有着多年蔬菜种植传统的

特色村，望江县杨湾镇丰乐村从过
去一家一户的分散种植，到如今形
成年产值超 4000 万元的蔬菜生产
基地，它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壮大的？
笔者最近探访了丰乐村。

丰乐村滨临长江、水源充足、土
壤肥沃，有着多年蔬菜种植的历史。
临近年关，新鲜蔬菜的销售很是紧
俏。 在杨湾镇丰乐村的莴笋生产基
地里，村民们正忙得热火朝天。 特
别是红皮香莴笋，品种好、个头大，
市场供不应求，大家正在加紧采收。
然而，在基地建起来前，这里虽然一
家一户的蔬菜种得也不少，但产量
不高，销路更是个大问题。

“那时候我们都是散户，自己按
老办法种，质量和管理不到位，产量
比较低，还卖不出去。 ”基地负责人
邓桂财一语道破当时的困境。

为提高产量、 打开市场销路，
2009年，丰乐村两委开始流转土地，

并成立了以兴乐蔬菜专业合作社为
代表的 19家合作社，以“合作社+基
地+农户”三合一生产经营模式运行，
将 156户分散的农户联结在一起，通
过集中规模化的“抱团”经营来优化
产品品质和生产管理。由村合作社统
一采购优质的品种，统一种植，统一
管理，全程提供技术指导服务。 收获
季节由村合作社结合市场需求，进行
调配销售。 通过订单式的农业种植，
产出的蔬菜能够卖得出去。

基地建成初期，虽然销量上去
了，随着蔬菜越种越多，新的问题也
来了。 由于城市商超市场对农产品
的质量要求严、标准高，特别是蔬菜
的农药残留达标更是一个硬指标。
为保证蔬菜安全地投放市场，望江
县在各个村成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
检测中心，对标国际标准，严控产品
质量。 合作社也配备了检测员，对
每一批上市蔬菜进行检测。

如今，这些有着合格身份的蔬

菜成了“香饽饽”，除了供应本地市
场外，还销往合肥、芜湖、九江、上海
等地。经过一下午的采摘、分拣和打
包，两百多捆共计 4000 斤的新鲜莴
笋已经采收完成，正在装车，准备运
往江西九江的农贸批发市场， 岁末
年初， 像这样的订单在丰乐村每天
都有不少。

为保证蔬菜品质， 丰乐村还建
立了仓储、冷链等一系列配套设施，
同时，从蔬菜的清洗、烘干到切割、
包装，形成了一条龙的蔬菜产业链。
这个村现有莲藕、露天蔬菜、大棚蔬
菜 3500 亩，另有草莓、葡萄等瓜果，
年产值达到 4000 万元以上。兴旺的
蔬菜产业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也为
村里富余劳动力解决了就业问题。

(汪焱 金锋)

区域亮点

“四防”控制辣椒旺长及早衰
防郁闭。 及时摘除植株下部

的老叶、枯叶及病叶，以利于通风
透光和降温，喷施新高脂膜形成一
层高分子膜，控制病虫害蔓延和传
播，促进植株茁壮生长。

防迟摘。 除作红辣椒干的品
种或选留种用外，以辣椒青果尚未
变红时为适宜采摘期。 如过晚采
摘，既消耗养分，又会导致植株过

早衰老和枯死。
防高温。 高温季节应灌水，以

小水勤浇为主，这样可降低土壤温
度，但要防止大水浸灌，大雨过后
要注意及时排干积水。

防缺肥。 采椒后要及时追肥，每
摘完一次追一次肥。并适当施一些腐
熟的人粪尿。叶面喷施光合营养膜肥
提高吸收光肥和常规肥料。 （甲乙）

老果园如何更新复壮
对主枝延长枝的修剪当主、侧枝

延长枝衰弱时，可在主、侧枝前端 2~
3 年生部分，选生长旺角度较小的背
上枝作主枝、 侧枝的延长枝培养，把
原已衰弱的延长枝去掉。

培养新骨干枝的修剪 部分骨干
枝衰弱时，应早进行更新复壮，可在
树冠内选择适宜的徒长枝， 加速培
养，使其代替骨干枝。 对作骨干枝培
养的徒长枝， 第 1~2 年剪截长些，使
其生长缓和，第 3~4 年对新分枝适当
短截，促进再分枝，控制结果，对影响
培养骨干枝的过密、过弱枝条，进行

适当处理，第 4~5 年可培养出新的骨
干枝，形成新树冠。

花芽多衰老树的修剪 对树势
弱、发枝少、花芽多的树应缩剪弱枝，
促发新枝， 对新的分枝在饱满处短
截，疏去过多花芽，调节好“大小年”，
减轻树体负担，促使枝条良好发育。

树冠完整衰老树修剪 修剪树冠
完整衰老苹果树时， 本着既要更新，
又要结果的原则， 以重剪、 多截、少
疏，加强恢复树势为主，大枝轻回缩，
小枝多更新，刺激多发枝。 大枝应少
疏除，少造伤口，以免削弱树势，缩短

寿命，短截枝条时，适当回缩先端下
垂枝， 剪口下应留背上芽背上枝，抬
高枝条开张角度，多留背上中、短枝
和向下的饱芽壮枝。

树冠不完整树的修剪 对树冠不
完整， 缺枝少杈的衰老树修剪时，要
利用徒长枝，培养新树冠。 对无中心
干，上部枝条少的树，选上部位置适
当的徒长枝，培养中心干。对主、侧枝
不健全的树， 可在缺枝处利用徒长
枝，采用连截法，培养成株、侧枝。

衰弱结果枝组的修剪 对衰弱结
果枝组，要及时回缩，更新复壮，促进
发枝，逐渐形成结果枝组。 如内膛空
间大，无结果枝组时，可用位置适当
徒长枝或进行接枝的办法，培养成内
膛枝组，恢复树势，提高产量。

（农科）

休宁延伸泉水鱼产业链
高山流水养“金”鱼，醉美泉鱼富

农家。 近年来，休宁县龙田乡立足当
地生态资源优势，走出了一条集泉水
鱼养殖、餐饮、销售于一体的产业发
展道路，绘就了一幅“泉”鱼跃“龙”门
的美丽画卷。 目前，全乡拥有集体泉
水鱼养殖基地 3 处，标准化鱼塘 178
口，渔家乐 48 家。

丰富的山泉水资源， 优良的水

质，无疑是该乡养鱼的先天优势。 为
提高农户的养殖技能，该乡成立泉水
鱼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强化人才培
养， 邀请专家开展养殖技术培训，攻
克鱼病防治难题，强化新技术、新品
种、新方法的试验示范。 每年开展专
业技术培训 6 场，受众 300 余人次。

为拓展泉水鱼产业链条，龙田乡
立足旅游品牌化发展策略，做大做强

休闲渔业。 与江田村合作开发“走古
道、品泉鱼、采香菇”精品旅游路线。
建成泉水鱼生态农庄、长坞岭生态步
道、泉鱼亭等渔业旅游新阵地。

休宁山泉流水养鱼农业系统
2015 年入选第三批中国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成为全国第一个纯渔业的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该县将山泉流水养
鱼产业作为产业扶贫重要手段 ，按
5000 元每口的标准， 加大对脱贫户
修建鱼池的补助。 截至目前，全县 21
个乡镇有 17 个发展泉水鱼产业，鱼
池 6321 口，家庭养殖户近 3600 户。

（汪士奇 李家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