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市畜牧“三春”情况的调查与建议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

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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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2_E7_95_9C_E7_c25_242363.htm 为了全面了解我市当

前畜牧“三春”情况，加强对春季畜牧生产的指导，春节以

来，市畜牧部门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了畜牧“三春”情况

调查，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与特点 1、春孵开局良好，

苗禽产销两旺。受去年下半年家禽价格持续上涨的影响，农

户养禽积极性高涨，种蛋供应不足，炕房开孵早，孵化数量

大，苗禽价格高。截至3月15日，全市已产种鸡4010多万枚、

种鸭蛋350万枚、种鹅蛋182万枚，分别比去年增长14.8%

、61.1%和12.3%；全市860家炕房，有770多家入孵开炕，并出

苗鸡510万只，苗鸭96.3万只、苗鹅116.5万只，同比分别上涨

了12.7%、27.5%和30.8%。苗禽价格虽比春节前有所下降，但

均高出常年，与去年同期相比有了成倍增长。 2、春配势头

强劲，仔畜供应紧销。由于受到去年夏季生猪“高热病”的

影响，全市能繁母猪存栏有所下降，现存栏13.7万头，比去年

同期下降了11%。但是受去年冬季生猪价格持续走高的拉动

，农户养猪的积极性明显提高，母猪配种率迅速上升，现已

配种9.9万窝，占能繁母猪的72.3%。比去年同期上升了23个百

分点；同时，仔猪、肥猪价格居高不下，养猪效益大大提高

。据推算，目前，养一头肥猪平均可获利230-240元。此外，

由于牛羊市场行情比较稳定，我市牛、羊存栏和配种率与去

年基本持平。 3、春防准备充分，疫情形势趋缓。近年来，

由于市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对重大动物

疫情防疫工作部署早、要求高、措施实、行动快，因此，全



市动物疫情比较稳定。今年的春防工作从元月11日就开始启

动，市、县防指先后召开会议、下发通知、落实经费、发放

疫苗、组织免疫、开展督查。目前，牲畜口蹄疫已防猪40.9万

头、牛29万头、羊5.17万只，禽流感已防735.3万只；并储备口

蹄疫疫苗58万毫升、禽流感疫苗154.5万毫升、猪瘟疫苗98万

头份、新城疫疫苗1564.5万头份、注射器具3.5万套。 二、发

展动向与趋势： 1、畜牧业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产业分工

越来越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

，一方面传统的分散养殖逐渐萎缩，而规模化生产现在成为

畜牧业的主角；另一方面，畜牧产业的聚集度不断提高，产

业链条不断延长，而产业内部的分工日趋明确，管理日趋精

确。如石沛联盟养猪合作社、二郎口肉鸡合作社、天长鹅业

经济合作社、正大的租赁养鸡、志成牧业的合同养鸡等都实

行了“五统一分”的组织模式，即统一种苗、统一饲料、统

一技术、统一防疫、统一收购，分户饲养，社员只承担畜禽

育肥这个单一环节，其他环节都交给合作社或龙头企业负责

，这样既整合了资源，减少了投入，又规避了农民的技术和

市场风险。 2、畜牧业投资主体多元化，龙头企业带动逐步

增强。我市拥有优越的市场区位和丰富的生产资源，这一点

，不仅成为市内有识之士的共识，而且也被外地投资商所看

好。因此，我市已逐步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投资发展畜牧

业的良好态势。泰国正大集团、上海食品集团、上海奶业协

会、广东温氏集团等外商纷至沓来。达诺乳液、天一牧业、

志成食品、泽民禽业、天长鹅业、杨氏蜂业业等一批市内畜

牧企业趁势崛起，辐射带动面越来越广，优质畜禽覆盖率越

来越大，产品加工和市场竞争力越来越强。 3、科技推广力



度加大，新品种、新材料，新技术得到较好地应用。新年伊

始，在原有的良种良法推广运用的基础上，各级畜牧部门认

真组织试验示范、科技培训、科技赶集和“畜牧科技进万家

”活动，积极引进推广斯格猪、罗斯鸡、SM3超级瘦肉型樱

桃谷鸭、三朵花肉鹅、波尔山羊等新品种及其配套技术；天

一牧业已用上了远程数字自动监控系统，艾建国的鸡舍已装

上了自动控温系统，志成牧业、泽民禽业都在进一步扩大经

营规模，建立养殖基地，开展健康养殖和无公害认证，开拓

外埠市场，泽民禽业的鸭苗已销到江苏、山东，志成牧业的

森林鸡、水库鸭已成功进入上海、南京超市。一些新农村建

设示范点也积极推行畜禽“出村入区”，加快畜禽养殖小区

建设，构建人与畜禽和谐相处的良好环境。 三、存在问题与

建议 1、投入不足。今年畜禽市场行情普遍较好，不少养殖

户想扩大养殖规模，但苦于贷款无门，坐失发展良机。建议

金融机构要加大对“三农”，尤其是龙头企业和养殖小区建

设的信贷投放，降低小额门槛。各级政府要认真贯彻中

央[2007]1号和市委[2007]4号文件精神，尽快出台扶持发展健

康畜牧业的政策措施，积极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努力把畜

牧业发展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2、信心不足。受

前两年禽流感和生猪“高热病”的影响，不少养殖户存在短

期养殖行为和投机心理，缺乏长期投资的信心。建议各级农

牧部门进一步加大宣传、培训和教育的力度，切实改变工作

方式和服务方式，扩大抓点示范，按照“五个一”，既一个

产业、一片基地、一个龙头企业、一批专业合作组织、一个

工作班子的要求，大力发展现代畜牧业。带着农民干，干给

农民看，在示范中发挥作用，体现价值。 3、改革缓慢。由



于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进展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长效

机制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动物疫病仍然是当前阻碍畜牧业健

康快速发展的主要矛盾。因此，建议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动物

防疫工作的投入。当前，要以村级防疫员改革为突破口，加

快畜牧兽医管理体制改革步伐，健全机构，理顺关系，解决

基层动物防疫工作有人干事、有钱干事的问题。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