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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暖阳，和煦宁静。12月6日，记者在

宿州市埇桥区永安镇的安徽牧丰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的养殖场内，看到8栋高8米的精装棚

牛舍里，2000多头西门塔尔牛悠闲闲自在地吃

青储饲料,它们的眼神中充满了安详和舒适,

传递出宁静的声音。

“我们正准备在牛舍里安装音响设备，播

放轻音乐,这样牛会感到安全,减少应激反应,

增加安全屏障,肉质也会更好。”安徽牧丰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胡勇峰告诉记者。

据安徽牧丰工作人员介绍，今年近2万吨

秸秆通过经纪人收储后，被我们场内的牛吃

掉，附近秸秆处理难题迎刃而解。

对于种植业而言，秸秆处理是个难题；对

于养殖业而言，动物粪便处理同样是个难题。

在牧丰公司的养殖场内，每天产出的大量

牛粪，非但没有成为累赘，反而成了企业的“黑

金”。该公司通过发酵床工艺，牛舍做防渗处

理后，加入稻壳益生菌和牛的排泄物进行发

酵，形成有机肥，成为附近乡镇种植专业合作

社的性价比极高的有机肥。

种养结合的实施，惠及了三个产业。

目前，宿州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7%以上、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超90%以上，

四县一区均实施国家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

县推进项目。

前三季度，宿州市肉牛饲养量为21.4万

头，位居全省第二。存栏13.34万头，其中能繁

母牛 2.91 万头；出栏 8.06 万头，同比增长

7.93%；牛肉产量1.21万吨，同比增长7.08%。

农业部直联直报系统显示，宿州市设计规模年

出栏100头以上的肉牛养殖场有210家。其中

500头以上的48家；1000头以上的11家。现

有肉牛屠宰企业2家，分别是安徽荷金来农业

发展股份公司和宿州市草源生态食品有限公

司，年屠宰能力5万头以上。

同时面对经济快速发展，消费者日益增长

的中高端肉类消费需要，为培育自己的、可持

续扩大规模的高端肉牛资源，树立中国自己的

高端牛肉品牌。宿州市打造了“宿州黑牛”这

一高端特色品牌，已入选2023年第二批全国名

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灵璧县通过“三品一标”

认证的牛肉产品3个，“荷金来”产品被评为省

名牌产品，获得国家绿色食品认证，“灵璧黄牛

肉”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安徽兴

程食品有限公司的“忆中味 酸汤牛腩”获2023

年合肥农交会金奖。

坚持高位推动 先行规划引领脚步

宿州市是安徽五大产粮大市，地处中原优

质肉牛产业带，玉米种植面积450万亩，大豆种

植面积200万亩，秸秆产量约700万吨，秸秆资

源多、潜力大，是全

省肉牛优势发展区，

埇桥区、灵璧县和萧

县是全省肉牛发展

重点县，是肉牛孕育

的黄金地带。为贯

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决策部署，宿州市充

分利用农作物秸秆

资源优势，做好“粮

头食尾”“畜头肉尾”

“农头工尾”增值大

文章，培育壮大龙头

企业，推进种、养、

宰、销全产业链升

级，提高肉牛产业高

质量发展。

为推动肉牛产

业发展，宿州市印发

了《关于实施六大行

动构建农业农村新

格局的意见》，将百

万头肉牛行动作为

六大行动之一。宿

州市委、市政府主要

负责同志和分管负

责同志多次调度调

研肉牛产业发展工

作，指出肉牛产业发

展思路，高位推动百

万头肉牛行动。让

“四个蹄子”全速度

跑起来，紧抓优质能

繁母牛，发展规模养

殖，提升肉牛综合生产能力和供应保障能力，

推动肉牛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条，做大做强

肉牛产业，推动宿州市养牛产业走在皖北、全

省前列。

坚持政企联动 着力夯实产业根基

为迅速搭建起百万头肉牛产业发展的“四

梁八柱”，宿州市聚焦内培、外引“双轮驱动”，

强化龙头招引，推动肉牛产业发展。

“每头牛每天消耗以秸秆为主要原料的粗

饲料30多斤，可以说，秸秆资源丰富是发展循

环利用的底气，不仅能够就近取材、降低养殖

成本，还能带动附近的农民增收，提高秸秆的

利用率。”安徽荷金来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荷金来副总经理邱振峰说，随着牛肉消费的增

长，种养循环产业也被普遍看好。

位于宿州市灵璧县的安徽荷金来农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现有建成牧场273亩，肉牛存

栏量超过2000头，主要供应长三角等地。下

一步，该公司计划继续扩大养殖规模，预计牧

场面积将超过 500 亩，年出栏量最多可达

8000头。

截至目前，宿州市共引进33个肉牛产业项

目，总投资达到63.58亿元。重点项目包括新

疆华凌牛业集团投资25亿元的10万头肉牛项

目、宿州市乡村投资集团投资10亿元建设的国

家现代肉牛产业园项目、浙江依之久公司投资

2亿元的肉牛繁育基地、安徽品轩农牧科技有

限公司投资的肉牛产业项目、长三角绿色食品

产业园年屠宰加工肉牛2万头的一体化屠宰厂

项目等。

坚持金融贷动 叠加释放兜底保障

宿州市坚持政策撬动，提供资金支持。积

极争取各类项目支持3598万元，其中包括肉牛

肉羊增量提质行动、苜蓿发展行动、粮改饲、商

品有机肥推广行动，为宿州市肉牛产业发展提

供了政策支撑。

1-10月，宿州市各类金融机构对肉牛产业

（肉牛养殖、加工、青贮饲料等）发放贷款2781

户 ，贷 款 余 额 85336.45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36.78%。宿州市肉牛保险由人保财险、国元保

险、人寿财险、平安财险等4家公司开展，1-10

月，宿州市共投保肉牛6157头，保费263.37万

元，保险理赔295.26万元。

灵璧县政府出台了《灵璧县支持肉牛产业

发展奖补办法（暂行）》，县财政连续5年每年

统筹安排肉牛产业发展奖补资金1000万元。

对新建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场、新购肉牛、母牛

繁育和肉牛保费、贷款贴息等八个方面进行

奖补。

坚持良种驱动 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宿州市加强培训指导，加强肉牛育种能

力。各级农牧系统利用畜牧科技进万家、科技

特派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科技服务下乡等

活动，积极组织技术人员为养殖场（户）排忧解

难。先后邀请安徽省牛羊产业技术体系岗位

专家江喜春研究员、中国畜牧业协会养牛分会

副会长黄正勇研究员来宿州开展培训指导，培

训养牛企业技术人员300余人次。组织县区畜

牧技术人员赴吉林省长春市开展肉牛产业发

展专题培训。举办第二届家畜繁殖员职业技

能竞赛，宿州市15名家畜繁殖员参加竞赛，遴

选前三名选手组队参加全省家畜繁殖员职业

技能竞赛决赛，荣获团体三等奖。

安徽苏家湖良种肉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是安徽省唯一种公牛站，是安徽省首批畜禽养

殖肉牛核心育种场，是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

体系综合试验站依托单位，2023年入选安徽省

第一批省级畜禽核心育种场。现有标准化种

牛舍9栋，120头种公牛的饲养栏位，种牛运动

场、现代化饲料加工间、采精厅、精液化验室、

精液分装冷冻室、资料档案室、兽医室、粪污处

理等设施。引进国际先进的德国米尼图公司

的全自动冻精生产线、精子密度仪及冷冻仪检

验设备。存栏种公牛62头，种母牛75头。品

种有黑毛和牛、红黑安格斯、西门塔尔、大别山

牛、皖南牛。该公司年可生产优质冻精172万

支，制作存储良种胚胎135枚。其中，黑毛和牛

优质冻精91万支。从2019年开始，与国家肉

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徐照学团队合

作，开展黑毛和牛的胚胎移植科技研发及推广

应用，截止今年10月，共开展胚胎移植353例，

培训人员180人次。

指导企业开展秸秆收贮，2023年秋季宿州

市共收贮玉米秸秆130万吨。

坚持全链拉动 做好产业增值文章

宿州市全力做好肉牛发展用地保障，开展

按图索地。目前宿州市已梳理出的集中连片

一般耕地共有1416块，面积为24.13万亩。绘

制宿州养牛地图，开展按图索牛，靶向定位牛

场，对年出栏50头以上规模肉牛养殖场（户）进

行登记造册，全部上图入库、动态管理；对各地

育肥牛出栏、补栏情况定期调度，及时掌握全

市肉牛生产情况。

强化肉牛疫病防控，坚持防检监一体化推

进。宿州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宿州市委编办出

台《关于加强基层动物防疫体系建设意见》，提

高了肉牛疫病综合防控能力。2023宿州全市

共订购发放牛OA型口蹄疫疫苗42万头份，规

模肉牛企业“先打后补”OA型口蹄疫疫苗24

万头份，宿州市肉牛口蹄疫免疫密度达100%。

抓实粪污资源化利用，提升绿色发展水

平。坚持绿色发展，紧抓政策落实，大力推进

肉牛养殖场户畜禽粪污还田利用，促进种养结

合绿色发展。目前宿州市205家规模以上肉牛

养殖场全部配套了粪污处理设施，设施装备配

套率达100％；年产粪污约280万吨，综合处理

约263万吨，综合利用率为93.9％。重点推广

了粪污好氧堆肥、粪污垫料发酵、粪污种植蘑

菇、生产有机肥、养殖蚯蚓等模式，已推广使用

商品有机肥5.5万吨。宿州市主持完成的“畜

禽粪污全链条资源化利用模式的构建与应用”

课题获全省畜牧兽医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积极参与农民日报主持的全国最美养牛

人评选活动。2023年11月11日于山东阳信

召开的第十六届中国牛业发展大会，经过5个

月层层筛选和评审，最终从全国几千名报名者

评选出 100 名优秀从业者，当选“最美养牛

人”。其中宿州市包括草源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的马良兵共有9名肉牛工作从业者当选全国

“最美养牛人”，以养牛人的先进事迹给全市的

肉牛养殖工作者起到先锋带头作用。

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宿州

市将全省“秸秆变肉”暨肉牛振兴计划，与有效

推进秸秆和畜禽养殖废弃物“两利用”相结合，

做大做强百万头肉牛产业。力争到2027年肉

牛饲养量达到50万头，到2030年肉牛饲养量

达到100万头。 （全媒体记者 朱明刚）

宿州市草源牧业肉牛屠宰车间。

埇桥区的肉牛食品参加2023宿州高端绿色农产品北京展示展销会。

宿州黑牛。

“牛劲十足”向前犇 “畜”势腾飞谋发展

灵璧县众帮养殖专业合作社牛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