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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有道】

8月30日，农业农村部发布《畜禽

养殖场规模标准和备案管理办法（试

行）（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

稿》），将对具有独立的生产场所，达到

规模标准的畜禽养殖单位（牧区纯放

牧的单位除外）进行备案管理。

征求意见稿表示，设计生产能力

达到标准的畜禽养殖场应当备案，标

准为生猪年出栏量五百头以上，蛋

鸡、蛋鸭存栏量二千只以上，肉鸡、肉

鸭年出栏量一万只以上，鹅年出栏量

五千只以上，奶牛存栏量一百头以

上，肉牛（瘤牛、水牛、大额牛）年出栏

量五十头以上，牦牛存栏量二百头以

上，羊年出栏量二百只以上，马、驴、

骆驼存栏量五十匹以上，兔年出栏量

五千只以上，鸽年出栏量一万只以

上，鹌鹑年出栏量五万只以上。梅花

鹿、马鹿、驯鹿存栏量五百只以上，羊

驼存栏量三百只以上，火鸡年出栏量

五百只以上，珍珠鸡年出栏量一千五

百只及以上，雉鸡年出栏量二千只以

上，鹧鸪年出栏量二万只以上，番鸭

年出栏量一万只以上，绿头鸭年出栏

量一万只以上，鸵鸟年出栏量一百只

以上，鸸鹋年出栏量二百只以上，水

貂（非食用）留种量三千只以上，银

狐、北极狐、貉（非食用）留种量五百

只以上。

《征求意见稿》中的备案标准与之

前农业农村部制定的备案规模标准相

比有所调整，将“羊存栏100只或年出

栏100只以上”，调整为“羊年出栏量

二百只以上”。

此外，《征求意见稿》表示，兴办畜

禽养殖场未备案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并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张帆）

农业农村部拟调整养殖场备案标准

近日，笔者从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

兽药研究所了解到，由该所牵头制定的国家标

准《中兽医基本术语》（GB/T 42953-2023）通

过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批准并发布，该标准将于2024年3月1日起

正式实施。

据介绍，为使中兽医药学相关概念清晰、阐

述标准、应用规范统一，加快推进国际学术交流

的开展和中兽医诊疗技术推广，指导中兽医临

床、科研及教学，促进中兽医学的传承和发展，中

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联合安徽

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南大

学、扬州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和甘肃农业大学等

国内的中兽医学优势单位起草了《中兽医基本术

语》国家标准。该标准系统界定了阴阳、五行等

术语554个，可满足中兽医教学、诊疗、科研、管

理、出版及学术交流等多方面需求，有利于催生

更多中兽医药新技术、新产品的临床应用与研

发，进而发挥中兽医药防治动物疾病的优势，为

我国畜牧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鲁明）

国家标准《中兽医基本术语》发布

近期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肉羊出栏价格

持续上涨，养殖效益比上半年有所增加。而

养殖效益的持续利好，又导致种羊价格快速

上涨，直接抬高了养羊成本。

肉羊价格涨

“这还没到冬天呢，但活羊价格已比今

年春天还要高。”8月30日，天长市大通镇肉

羊养殖户周建军告诉笔者，当天湖羊公羊的

价格是每斤16元，母羊的价格是每斤20元；

山羊不分公母，价格都是每斤 19.5 元。他

说，上半年母羊价格曾跌到每斤18元，而最

近一段时间母羊的价格上涨幅度较大，说明

很多养殖户在积极补栏，扩大养殖规模。

周建军说，今年上半年出栏一只湖羊的

利润能达到 350 至 400 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150元左右，出栏一只山羊的利润也能达到

350元左右，比去年同期减少100元左右。“这

段时间湖羊和山羊的出栏利润，都要比上半

年增加20%左右。”

潜山县五庙乡养羊户黄国正上周卖出

20多只肉羊。“价格非常不错，湖羊每斤收购

价格要17元，比上半年高了2元。”黄国正告

诉笔者，2019年夏季以来，肉羊价格一直处

于高位，每斤从年初的 15 元一直上涨到 17

元，而且销售顺畅。按照每斤17元的价格，

他出栏一只 100 斤重的湖羊，利润达到 500

至 550 元。但今年上半年肉羊价格开始回

落，利润减少，大概要比去年同期减少100元

左右。“还好近期价格出现回升，利润又开始

增加了。”

省农科院畜牧所肉羊养殖专家朱德建

告诉笔者，2019年以来，肉羊行情继续保持

稳中有升的势头，这几年肉羊的价格一直处

于高位。“总体来说，消费者对羊肉的需求增

加，更主要的是肉羊养殖量还是不足，市场

供应远远小于需求。”

种羊价格快速抬升

“今年夏天，种羊价格很高，尤其是小母羊，

每斤达到25元，而且供不应求。”巢湖市夏阁镇肉

羊养殖户刘纪升告诉笔者，8月30日当天，湖羊公

羊的价格每斤17元，比上半年增加2元；湖羊母

羊的价格是每斤20元，比上半年增加近3元。

“从2019年开始，种羊的价格上涨就非常

明显，周边养羊户纷纷购买种羊补栏。”刘纪

升说，肉羊价格的上涨，提升了养羊户的补栏

积极性，种羊十分抢手。黄国正也感觉到种羊

市场供应偏紧，他说，这一段时间他想补栏，

但周边种羊价格非常高，补栏的压力非常大。

朱德建告诉笔者，2011年到2013年，市

场曾出现过“羊贵妃”现象，养羊户急增，羊

肉产量大幅提高。2014年后，肉羊价格增长

乏力，进入下行通道，农户减栏意愿强烈。

由于肉羊养殖周期较长，加上饲料、运输等

成本上升较快，一些养殖户放弃了养羊。

从2017年开始，羊价开始长涨，一直持

续到今年。“由于前几年肉羊养殖业是我国

多省市的扶贫项目，尤其是新疆、甘肃、贵州

等地对种羊的需求量较大，导致全国种羊价

格这两年一直上涨。”朱德建说，目前种羊价

格的激增，会增加新养殖户的成本，希望养

羊户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当补栏。

湖羊养殖量过大需警惕

“因为湖羊适合圈养，很多养殖户上马

的新项目都是湖羊。”朱德建告诉笔者，由于

山羊规模养殖技术较难掌握，很多新手都是

养殖湖羊，加上前几年我国部分省市把湖羊

养殖作为扶贫项目，湖羊存栏量明显增加。

但湖羊肉质的口感较差，我省消费者仍然愿

意采购山羊肉，湖羊都是销售给外省。

“虽然这几年，湖羊价格也不低，但随着我

国多地湖羊养殖量的激增，很难保证未来价

格不下滑。”朱德建说，这两年肉羊养殖最大的

隐忧就是湖羊养殖量的增加过快，未来如果不

调整，可能会出现价格下滑的问题。（刘刚）

肉 羊 养 殖 效 益 持 续 向 好
专家提醒，湖羊养殖量过大需警惕

【市场分析】

近日，500多只“伊拉种兔”从山东临沂不远千里

来到了贵州岑巩。住着恒温舒适的空调房、吃着精心

配制的营养餐、喝着用紫外线消毒过的山泉水……搬

入“新家”的兔宝宝们没有出现水土不服，它们毛发鲜

亮顺滑、身形圆润肥美、健康活泼好动，这群“幸福兔”

是贵州岑巩县龙田镇军屯村村级合作社和养殖大户

杨侣共同的“致富宝贝”。

“以豆粕、玉米为原料，配制美味营养餐定时定量

喂养；养殖场采用自动温度监控系统、消毒系统、排污

系统等进行科学养殖、高效管理。”军屯村党支部书记

何洪杨介绍，村里采取“党支部+村合作社+大户”模

式共同发展肉兔养殖，村合作社以标准化兔舍和相关

的硬件配套设施入股，养殖大户出资选购种兔、聘请

技术员蹲点指导、科学规范管理、寻找市场销路等，实

现村企共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该基地用数字化、智能化赋能生态高效养殖，打

通了“幸福兔”与“致富宝”的双向转换通道。“养殖场

内安装了降温水帘和4台风机。”基地负责人杨侣说，

兔子比较耐寒而怕热，适宜的温度是12~24℃，养殖

场内安装的温度控制系统24小时不停运转，通过风

机和水帘设施，根据室内外温度自行调节适宜温度，确保养殖场

内恒温舒适，促进肉兔健康生长。此外，从天子岭引入的山泉水

经过紫外线消毒后进入养殖场，无色、无味、无化学物质残留，集

杀菌消毒、供水安全、疾病预防等多重功效于一体，有效保障了产

业健康发展、产品质量安全。

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养殖理念，养殖场建有污

水处理池、粪便发酵池等，实现了粪便干湿分离、粪污变废为宝。场

内粪便经过无害化发酵处理，成为30亩黑麦草基地的有机肥，走出

了“种养结合、以养促种、循环利用、农牧互动”的绿色养殖发展之

路。通过积极对接市场需求，提前做好产销对接，目前该养殖基地

已在我国主要兔肉消费市场（川渝地区）搭建好了销售渠道。

“一只种兔1年可产8窝40多只小兔，我们首批引进的这500

只种兔还有10天左右就可繁殖第一批小兔了，小兔经过3个月的

精心管理、科学喂养，就可出栏销售。”杨侣介绍，伊拉兔繁殖能力

强、生长周期短、产肉率高，市场行情好。采取自繁自养、循环培

育、同进同出、种养结合模式，今年，该基地预计产出商品兔4批次

共9000余只，预计销售额达45万元以上。

据了解，军屯村将依托资源优势，按照“一村一品”产业发展

规划，以“党带群、先带后、强带弱、富带贫”方式，采取“统一提供

种兔、统一技术指导、统一回收销售”模式，广泛发动农户利用空

房闲院开展家庭式养殖，打造产供销一体化产业链，促进特色产

业集聚化、产业化、规模化

发展，实现村集体、农户“双

增收”。

（周燕 陈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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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芜湖市繁昌区平铺镇新塘村，5台收割机在安徽芜湖盛典休闲生态园有限公司种植的900亩稻虾

共生的再生超级水稻田里，正在收割再生超级水稻。该公司通过“土地租赁+新型农业模式”探索成立了稻虾共

生基地，作为党建引领共同富裕的举措，实现强村、富民、助企，颗粒归仓。 通讯员 杨华朱海兵 摄

稻虾共生拓富路稻虾共生拓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