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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群的快速发展、羊只的增重都离不开

科学的管理方法，缩短养羊的周期，要做好

以下举措：

1.养殖户应该选择优良的肉用羊品种，

其本身的生长速度较快。在我国肉用羊品

种很多，并具有特色，湘宴黑羊就是高产羊

的典型代表，生长速度快，管理得当的情况

下，月增重可达7.5公斤左右，而且还具有较

好的繁殖力，适宜农村集约化管理。

2.提高羊的生长速度，可进行圈养。圈

养的生长速度明显要优于放牧养殖。因为

圈养的活动量小，也减少了羊的体能消耗，

这些能量多集中到了羊的生长上。

3. 羊的饲料配方和科学喂养，也是提

高羊生长速度的重要方法。羊虽然是草食

动物，但是草的营养价值不高，能量还少，

对于生长不利。所以养殖户要给予羊充分

的营养，并且要种类丰富、营养均衡，这个

因素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有一个比较科学

的精饲料配方提供给养羊户：用 60%的玉

米、20%的豆粕、15%的麦麸，然后添加 5%

的预混料。给羊喂料时用 40%的精料和

60%的粗料一起饲喂，可在一定时间内明

显提升羊的生长速度。要注意的是，精饲

料的量不能超过40%，如果高出这个比例，

就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快速增重阶段，精料

也不能低于 30%，否则起不到效果。营养

不足同样还降低羊的生长速度，影响出栏

效益。

（中国养羊网）

三举措缩短养羊出栏周期

10月24—25日，中国农业科学院与联合

国粮农组织（FAO）、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

（CGIAR）共同主办的首届“旱地农业国际研讨

会”在北京召开。本届会议以“构建富有韧性

的旱地农业生态系统，支撑联合国2030可持续

发展目标”为主题，围绕“旱地农业高新前沿技

术与产品”“富有韧性的旱地农业生态系统”

“旱地农业区粮食和营养安全”“旱地农业区生

计改善”和“支撑旱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经济政策”5个专题开展研讨交流。会上启动

了国际旱地农业协作创新平台，发布了《旱地

农业协同创新倡议》。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和

7个国际组织的近300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

《旱地农业协同创新倡议》提出，旱地农业

由于其脆弱性而面临巨大挑战，特别是在气候

变化背景下，应对全球旱地面临的挑战需要加

强国际合作和协调努力，超越地域界限，培养

团结精神，建立知识共享生态系统，促进全球

旱地农业的发展和繁荣。

旱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保障全球粮

食和营养安全、保护生态环境、消除贫困、改善

民生至关重要。据中国农业科学院有关负责

人介绍，中国农业科学院与有关科研机构联合

研发推广抗旱适水种植模式和关键技术装备，

使中国北方干旱地区降水利用效率平均提高7

个百分点，旱地作物的降水生产力在过去30年

中将近翻了一番。目前，中国农业科学院与

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建立了合作关

系，今后将与国内外同行继续密切合作，积极

推动旱地农业可持续发展，为联合国2030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据悉，农业农村部高度重视旱地农业发

展，今年8月印发了《旱地高标准农田建设技术

规范（试行）》，指导各地统筹做好在缺乏灌溉

水源的地区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关工作。

下一步将围绕旱地农业水资源利用率和生产

力的提升，加强科技创新支持，促进旱地农业

发展转型；引导应用场景搭建，促进旱地农业

成果落地；深化各方合作交流，促进协同攻关

创新。 （李丽颖）

首届旱地农业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

“中国人不愁没牛肉吃，只是优中选
优。”10月16日，在第六届南方牛羊产业发
展高峰论坛上，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教授、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
家曹兵海分享了当前肉牛产业运行的四个
特点。

一是牛肉刚性需求犹在、优选需求猛
进，亟需助力生产手段。

曹兵海介绍，2022 年，我国肉牛存栏
7800万头，排世界第4位；牛肉产量713万
吨，排世界第3位；牛肉消费量1025万吨，
排世界第2位；牛肉进口量314万吨，排世
界第1位。国内人均吃牛肉7.3Kg/年，人均
占国产肉87位。由此来看，我国牛肉产量
已经从绝对的不足，发展到优中选优的阶
段，消费者想要性价比高的优质牛肉。

“肉牛生产遭遇价格与成本两个天花
板。”曹兵海表示，1、规模大了就难卖，规模
小了难养家；2、物稀（存栏少）不贵（牛价不
高），东方不亮（国产肉不够吃），西方亮（进
口补）；3、产业基础（母牛）被严重侵蚀。

二是降低直接和间接（系统、结构性）成

本成为必须。
针对当前形势，牛企需要降低直接成本

与间接成本。曹兵海表示，直接成本，即品种
及其质量、饲养饲料与疫病防治、繁殖成活
率、育肥效率、设施设备效率、资金效率等可
进行经济核算的指标。间接（不匹配）成本，
为战略与战术的使用、资源与市场和经营能
力的适配性调整、系统性和结构性的协调。

他强调，牛场主的主要精力应该是在牛
场之外，如原材料采购、牛肉的销售市场。
若企业家一天到晚扎根牛场，相当于买了
马、买了鞍，但不会骑。

三是信贷等资金较为充足、成本因投资
主体而异。

“肉牛产业投资主体定义为市场力量与
非市场力量。目前贷款容易利息低；各种项
目、非市场力量加大投入；市场力量投资疲
软。”曹兵海表示，非市场力量非常疯狂，会
产生破坏性，建议理性投资。

他进一步表述，非市场力量投资侧重于
硬件、设施、设备（技术载体），在价格波动、
下行期，硬件和设施设备等投入的边际效益

随投入力度加大而降低、甚至趋于负值。市
场力量的投资总体趋于理性和稳健，根据市
场预期规划投资经营。

四是政策工具箱内还有两种工具。
“近年来，肉牛相关政策的出台有所减

少，说明非市场力量的投资受影响。”曹兵海
认为，1、政策工具箱需做减法，可以撤销以
前不符合产业形势发展的政策，如放牧、定
点屠宰等。2、系统修复（调节各环节的适配
度）。

最后，曹兵海针对肉牛（含南方）产业发
展提出几点观点性建议。国内肉牛产业应
该如何发展？他认为，发展=夺回300万吨
市场+稳住720万吨市场+挤出N吨不明来
源肉+增产。

1、在不确定中（提前）抓住确定的机会。
“灯下黑”是稳定本地产业的基础。“就

地、就近、就便”发展产业，满足（先身边，再
天边）市场消费。他指出，大家都想供应大
湾区、长三角，但其实养牛企业应该首先要
稳定本地的产业基础，立足当下。好品牌，
是当地人首先吃的，本地人爱戴的。

2、差异化生产、特色化市场是包括南方
在内的全国肉牛产业的主要抓手。

他强调，要做到资源、市场一体化（科技
是工具、牛和牛肉是载体）；构建特色供应链
和价值链；局部、区域标准，整体丰富多彩。

3、“鲜”（热鲜、温鲜、冰鲜）是国产牛肉
和肉牛产业的不败之器。

曹兵海指出，以毕节为例，建议改变思
路，把吃牛肉的市场引入到毕节来，而不是
把投资养牛的引入到毕节。

4、养牛养的是服务能力、配套能力、差
异化能力、技术和牛肉市场驾驭能力。

生产“雪花牛肉”盈利的关键前提是整
头牛全面考量，先让“非雪花”肉和下货产生
利润。

曹兵海提醒，“现在养出‘雪花牛肉’不
是新鲜事，比的是谁能长久地将下水产品销
售出去，且赚到钱。建议牛企不要满足于养
出‘雪花牛肉’，这干不过进口产品，而是要
专注于长批次地销售好产品。真正能赚钱
的、需要投入力量的是恰恰是不长‘雪花’的
部分。” （李萧佳）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曹兵海：

发展牛羊业应重视差异化生产

由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陕西延安

综合试验站站长、陕西省豆类产业技术体

系首席专家梁福琴以及陕西省大豆产业

技术体系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对陕西农垦

大华种业大豆新品种“陕垦豆4号”免耕覆

播种植示范田进行现场实收测产,亩产达

到343.49公斤。

专家组严格按照《全国油料高产创建

测产验收办法（试行）》中的“大豆测产办

法”，随机选点进行实测，扣除杂质，折合

标准水分，最终实收亩产达到343.49公

斤，刷新陕西省夏播大豆单产新纪录。

陕垦豆4号是陕西农垦大华种业自主

选育审定的第一个夏播大豆品种，2017年

通过陕西省审定，该品种适应性广，抗倒、

抗病、耐热性强，丰产稳产性好，适宜机械

化收获。曾在2020年实收测产257.66公

斤/亩，创下了当时陕西省大豆实打验收最

高记录，并连续多年入选陕西省主推大豆

品种名录。专家组一致认为，陕垦豆4号

连续刷新陕西省夏播大豆实收单产纪录，

说明了该品种的产量潜力还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建议加大该品种示范与推广力

度，加快优势品种转化，充分发挥优良品

种引领作用。

陕垦大华种业作为育繁推一体化大

型种业企业，长期以来致力于粮油等优质

品种研发推广。经过多年科研创新和积

累，在小麦、大豆等粮油品种选育方面取

得骄人成绩。先后选育出陕垦豆4号、陕

垦青豆1号、陕垦豆6号、陕垦豆8号等优

质大豆品种，华垦麦7号、华垦麦23、华垦

麦818等小麦品种。每年可向社会提供优

质小麦、玉米、大豆良种4000万斤，为全

省种业振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孙爱姚）

陕
垦
豆
四
号
刷
新
陕
西
夏
播
大
豆
单
产
新
纪
录

10 月 25 日，合肥

市庐江县台湾农民创

业园连河村千亩脆杆

稻种植基地，农机手

正在驾驶大型机械收

割脆杆水稻。该江县

打造从水稻种植、秸

秆收集加工、饲料化

到养殖业饲喂等农业

循环新模式，今年结

合种子繁育在巢湖南

岸一级保护区内安排

5000 亩脆秆水稻规模

化种植和秸秆饲料化

订单生产，效果明显。

通讯员 巢志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