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缘起
“如何改变牧民过度放牧

的生产经营方式，成了亟待解
决的问题”

一场春雪，宛如轻纱般覆盖在金黄

的达玉草原上。祁连县野牛沟乡达玉

村，像一幅优美的油画，延展到天际。

20 多 年 前 的 达 玉 村 ，是 另 一 番

景象。

“整片整片的黑土滩，像牛皮癣一

样遍布草原。”58 岁的达玉村党支部书

记多多说，因为草料不够，那时许多牛

羊“夏瘦、秋弱、冬饿、春死”。

在当时的青海牧区，这般情形并不

少 见 。“ 夏 天 ，草 原 上 拳 头 大 的 馒 头 花

一 眼 望 不 到 边 ，牛 羊 啃 食 后 中 毒 的 不

在 少 数 ；冬 天 ，大 雪 盖 住 草 原 ，牛 羊 处

于 饥 寒 中 ，牧 民 拿 着 鞭 子 抽 都 赶 不

动 。”青 海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副 厅 长 马 清

德说。

马清德介绍，上世纪 80 年代初，随

着草场承包到户、牲畜作价归户，青海

牧区生产力水平得到空前解放和发展，

牧民人均收入一度跃居全国前列。然

而，经过十几年发展，草场过度放牧现

象越来越突出，全省九成以上草场出现

不同程度的退化，沙化、鼠害、黑土滩和

毒杂草面积不断扩大，加之许多牧民惜

售思想较重、品种不选育不改良，牲畜

品种退化严重。

怎么办？达玉人开始转型探索。

牧民首先尝试在秋天出售所有能

出售的羊，降低牲畜死亡的损失风险与

冬春草场压力。可这样也错过了许多

羊 羔 的 最 快 生 长 期 ，经 济 效 益 大 打

折扣。

“羊羔经济”的探索随之展开：将当

年生产的小羊圈起来集中育肥饲养，实

现了不破坏草原、不降低体重。但散户

饲养形不成规模，无法产业化。“如何改

变牧民过度放牧的生产经营方式，成了

亟待解决的问题。”多多说。

接着是搞合作社。2008 年，在上级

部门引导下，祁连县建成了 22 个生态畜

牧业合作社，覆盖全县所有牧业村。达

玉村家家户户都入社，后来却发现并不

“对症”：牛羊还是原来那样牧养，经营

还是原先那一套，自然也没啥大变化。

除了从县里领到 20 万元补贴，合作社基

本上是个空壳子。这种不温不火的状

况延续到了 2014 年。

这一年 6 月，青海被正式确定为“全

国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畜牧业大

县祁连县被确定为试点县，深刻转型的

大幕开启。

祁连县农牧局生态畜牧业办公室

主任马金云记得，2015 年春节刚过，他

随县长龙永胜等人走村串户调研，第一

站就来到达玉村。

隆冬的风呼呼地刮，他们挨家挨户

走访，查看牛圈、羊圈。一问大伙，都说

该走合作社的道路，可怎么走，谁也说

不清楚。

在村委会办公室，煤炉火旺，大伙

儿 围 坐 一 起 ，你 一 言 我 一 语 ，畅 所 欲

言。“入社以后，牛羊养得不好咋办？”

“财务管理不透明咋整？”“以草定畜，多

出来的牛羊咋处理”……马金云逐条记

下来，并根据龙永胜要求，按照合作社

“咋加入”“咋经营”“咋分红”等几个方

面分类整理。

“合作社这条路到底走不走得通？”

晚上，睡在村支书多多家的大炕上，龙

永胜和同事们回想着白天里村民的发

言，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坐起身来继

续交流。

3 个月调研 7 个乡镇 16 个牧业村，

龙永胜和同事们关于合作社改革的思

路，越来越清晰。

攻坚
“这回搞股份合作，跟以

往不一样”

2015 年 盛 夏 ，在 草 原 最 美 的 季 节

里，达玉村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第一

次筹办大会召开了。

草原上，上百号人席地而坐，围成

一圈。一听马金云宣布要成立新的合

作社，掌声顿时响起。听完牛、羊、草场

入股和理事会选举事宜介绍，村民们欢

呼声四起。“没想到这么顺利！”马金云

暗自欣喜。

达玉村村委会大院里，人头攒动。

填 表 、签 名 、摁 手 印 ，大 伙 儿 都 挺 爽

快。“马主任，这次能发多少草料啊？”

村 民 一 句 询 问 ，让 马 金 云 隐 隐 觉 得 不

对劲。

果然，摁完红手印，合作社派人去

牧民家集中牛羊时，问题来了：有的牧

户不愿把牛羊交给合作社；有的虽然牵

出了牛羊，却非老即瘦、非病即弱……

“不都答应加入合作社了吗？那就

得 按 合 作 社 的 规 矩 来 。”马 金 云 赶 来

协调。

“加入合作社不就是填表签名，然

后领一堆草料和农具吗？咋还要把我

们的牛羊给牵来？”牧民不解。

“原来大家以为这回搞股份合作，

还跟以前一个样。”马金云说。

大学毕业后就来到祁连县，马金云

在高原工作了近 30 年。这个被高原阳

光晒得黢黑的汉子，当过兽医，搞过人

工繁育，推广过不少新技术新方法。天

天 跟 牛 打 交 道 ，也 让 他 深 深 地 染 上 了

“牛脾气”，遇到困难不退缩。

“这回搞股份合作，跟以往不一样

——对确定入社、整合的草场、牲畜、基

础设施等，要进行彻底的优化重组、折

价入股，还要签订草畜平衡责任书。凡

是 入 股 的 社 员 ，必 须 严 格 遵 循 划 区 轮

牧、禁牧封育、农牧互补、草畜联动的原

则，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马金云带着这些话，走遍了达玉的

每一户人家、每一顶帐篷。跑断腿、说

破嘴，陈利害、算细账，最后，32 户牧民

留在了合作社，6000 多头（只）牛羊交到

了合作社。

“要把合作社办出个样子来，否则对

不住大伙儿的信任。”会议一场连着一场

开，部门一个接着一个跑，几个月下来，

看着合作社真正有了模样，理事长多多、

监事长南木加这才松了口气。

参照外地先进合作社章程，达玉村

合作社建立健全了社员大会制度、理事

会工作制度、议事规则制度、财务管理

制度、盈余分配制度等 11 项制度，涵盖

了生产、管理、服务、分红等方面，让合

作 社 有 章 可 循 、顺 利 运 转 。 一 批 有 文

化、懂技术、会经营的青年牧民被选进

了理事会和监事会。

时年 36 岁的文长太，被大伙儿选为

合作社生产经理。从牛羊商贩到合作

社生产经理，再到眼下的合作社副理事

长，文长太感慨道：“这是我变化最大的

几年。虽然现在压力比入社前大了不

少，但被乡亲们信任、带着乡亲们创业

致富的成就感，无可替代。”

信任的前提是可靠与公平。合作

社明确了合作社与牧户社员双方的权

利义务关系，对入股牲畜和资产都作了

司法公证，就连放牧员也是由合作社社

员选出来的。

盘活
“通过机制创新，初步做

到了产业优、牧民富、草场美”

室外银装素裹，室内欢喜热烈。马

清德来了，龙永胜来了，县里各部门负

责人、各村村支书也都来了。会场主席

台上，210 万元现金排成一排。第一次

见到这么多现金，合作社社员们略带拘

谨，又笑得合不拢嘴。

这是 2016 年底，达玉村合作社召开

第一次分红大会，地点设在祁连县会议

中心大礼堂。32 户社员户户拿到分红，

人人激动。社员山知布家分到 13 万元，

第一次手捧“巨款”，他激动难抑：“合作

社的福，我享上了！”

那一年，入社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5 万元。

当年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才科，因为

家里草场少、牛羊少，分红不到 3 万元，

但 那 已 是 他 多 年 来 到 手 最 多 的 一 笔

钱。才科擅长放牧，2015 年被选为放牧

员，分红中有他的放牧工资 2 万元。

统一放牧后，用文长太的话说，“牛

羊 比 以 前 好 养 了 ”。 他 胡 噜 一 把 后 脑

勺，滔滔不绝：“通过以草定畜、有效轮

牧、科学饲养、适当育肥，现在牛只需两

年多就可以出栏，羊六七个月出栏，周

期短、成本低、价格好、效益高。养殖结

构也调优了，5300 多只羊，其中 5000 只

是母羊，繁殖快、挣钱多。”

“以前单打独斗，牧民难以做到科学

养殖。牛羊商贩来了，牧民信息不灵通，

常被压价收购。现在，没有加入合作社

的牧民，也把自家的牛羊卖给我们，知道

我们不会让牧民吃亏。”文长太说。

“合作社实行股份合作以前，不管

牛羊多少，家家户户都要占用一两个人

放牧。”村民久美尖措说，“现在，合作社

牛羊集中放牧，一些牧民就被解放出来

了，有的到县城开洗衣店，有的开小餐

馆，又多了一份收入。”

草原变黄、天气变冷的时候，达玉

合作社又忙活起另一件大事——收购

牛 羊 。 合 作 社 要 办 好 ，不 仅 要 搞 活 内

部 管 理 ，还 要 搞 活 外 部 经 营 。 久 美 尖

措是负责收购的 5 人小组组长，他们以

合 作 社 的 名 义 到 外 面 收 购 牛 羊 ，之 后

再卖出去，这一进一出，纯利润达三成

以上。

利 润 虽 高 ，但 风 险 也 大 。“ 特 别 是

遇到雨雪天气，要把牛羊按时装车，安

全 送 到 屠 宰 点 ，很 不 容 易 。”别 看 久 美

尖 措 长 得 瘦 小 ，干 活 是 个 好 把 式 。 遇

上“ 倔 脾 气 ”不 肯 走 的 牦 牛 ，他 顺 着 尾

巴 一 提 一 推 ，牦 牛 乖 乖 地 跟 着 牛 群 走

了。收购路上，啃干馍馍、喝雪水是常

有 的 事 。“ 为 合 作 社 挣 钱 ，自 己 也 拿 提

成，干得有劲。”

与 久 美 尖 措 家 一 样 ，村 里 不 少 牧

户在县城买了房子，妇女、老人大都进

了城，照顾孩子读书。“我们的祖辈，大

多 顾 得 上 牛 羊 ，却 顾 不 上 孩 子 。 现 在

好 了 ，有 精 力 投 入 到 子 女 教 育 上 了 。”

久 美 尖 措 说 ，“ 现 在 牧 民 见 面 ，不 只 关

注 谁 家 牛 羊 多 ，更 关 心 谁 家 的 孩 子 学

习好。”

去年底，入社社员增加到 52 户，入

社牛羊共 7000 多头（只），合作社资产达

2100 多万元。草原有根、城里有家，牛

羊换了养法、牧民换了活法，生活质量

明显提高。

草原也变美了。“一方面以草定畜，

另一方面采取封、围、育、种、管等综合

措施，探索人工干预增草技术，综合整

治黑土滩和退化草场，让以前的黑土滩

重新铺上‘绿丝毯’。”文长太说，“我们

通过机制创新，初步做到了产业优、牧

民富、草场美。”

草地生态畜牧业建设，受益的不只

是达玉村。“近 10 年来，祁连县累计退牧

还草 17.5 万亩、封育 120 万亩、治理退化

草地 8.5 万亩，黑土滩植被盖度提高七

成，鲜草亩产量从 50 公斤提高到 350 公

斤以上。”马金云介绍。

草场生态治理，也为生态畜牧业发

展奠定了良好基础。“雪皓皓，山苍苍，

祁连山下好牧场，这里有成群的骏马，

千万匹牛和羊，马儿肥，牛儿壮，羊儿的

毛好似雪花亮……”民歌里的风景正在

成为现实。

对此，放牧员才科颇有发言权。春

天，嫩绿的草芽刚从土里冒出来，他小

心地看护着草场，牛羊也被圈养起来投

喂饲草；夏季草原最美，草穗齐膝，缀满

野花，牛羊或悠闲啃食，或尽情撒欢；到

了秋季，才科甩起鞭子赶着牛羊来到冬

季牧场，让夏季牧场“喘口气儿”。“牛羊

吃得饱，草也长得好，以前的黑土滩基

本看不见了。”

长远
“走出草地生态畜牧业发

展新路子，人才是关键”

2018 年底，合作社监事长和理事长

“职务互换”的消息像风一样吹进牧民

家里，成为达玉村的大新闻。

那年夏天，多多来到龙永胜办公室，

欲言又止，后来终于鼓起勇气：“我没上

过一天学，合作社股份制改革以后，我当

这个理事长，明显感觉力不从心，每次签

合同心里都担心，压力很大。”

龙永胜对此已有耳闻。新的合作

社选举时，大家的意见并不统一。多多

是村支书，人厚道、话不多，但观念有些

保守。南木加，有文化、脑子活，做过生

意，当过乡供销社主任，有人觉得他更

适合干理事长。

很快，在乡干部的提议下，两人顺利

互换了职务，南木加任理事长，多多任监

事长。多多说：“我一定干好监事长，要

对得起社员们的信任。”

从 县 城 沿 滨 河 路 蜿 蜒 东 行 ，刚 出

城，便看到左前方林子里掩映着一座三

层小楼。这是 2018 年达玉村合作社出

资 800 万元购买的。一层用于合作社办

公和餐饮，上面两层作宾馆。南木加带

着记者参观，边走边说：“祁连县夏天游

客多，旅游服务业正成为我们合作社发

展的新增长点。”

“ 走 出 草 地 生 态 畜 牧 业 发 展 新 路

子，人才是关键。”龙永胜说。

3 年前，合作社迎来了一名返乡大

学生。斗科是达玉村人，大学毕业后来

到了合作社工作，打报告、写文案，当导

游、作翻译，干得很投入。为了拴心留

人，县农牧局出台政策，支持每名入社

大学生 10 万元作为入股资金，参与分

红。股金分红加合作社工资，斗科年收

入近 8 万元。

“达玉合作社发展势头良好，离不

开经验丰富的村干部和头脑灵活的理

事长，也离不开大家信得过的监事长以

及返乡大学生。”龙永胜说。

龙永胜介绍，祁连县目前建立的 22
个生态畜牧业合作社中，有 7 个经营良

好，“对比之下不难发现，这 7 个合作社

都配备了有能力的带头人。”龙永胜说，

没有合适的带头人，是制约其他合作社

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从全省范围看，截至目前，青海有

126 个合作社完成股份制改造，且经营

良好。“制约合作社发展的最大问题还

是缺少能人。”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畜牧

业处处长杨毅青说。

跟农牧民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马

清德认为，发展不理想的合作社，除了

人才因素，还有思想观念问题。“改革开

放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牛羊和

草山作价归了户。成立合作社，要求牛

羊集中放牧、统一管理，有的牧民对政

策有误解，顾虑重，影响合作社股份制

改造到位。”马清德说。

眼下，达玉合作社又有新动作：统

一经营入社牧民的 14 万亩草场，发展空

间还不够，又到相邻的甘肃民乐县租下

3 万亩草场，建起 4000 平方米的饲草大

棚，可以容纳 300 头牛育肥。“民乐那边

饲草料和人工成本都比这边低，适合搞

育肥。”文长太说。

“ 目 前 县 里 7 个 成 熟 规 范 的 合 作

社 ，各 有 各 的 路 子 ，模 式 并 不 完 全 相

同 ，有 些 做 法 是 政 府 部 门 没 想 到 的 。”

龙永胜说，既要学会“摸着石头过河”，

也 要 学 会“ 向 群 众 问 路 ”，充 分 重 视 和

发 挥 基 层 群 众 的 智 慧 ，才 能 蹚 出 符 合

实 际 的 路 子 。“ 下 一 步 ，县 里 将 选 择 较

为 成 熟 的 合 作 社 ，通 过 扶 持 、引 领 ，让

更 多 合 作 社 发 展 壮 大 ，带 动 更 多 牧 民

增收致富。”

图①：青海省祁连县达玉村生态畜

牧业专业合作社的一处饲棚。

本报记者 贾丰丰摄

图②：祁连县夏季牧场一景。

祁连县委宣传部供图

图③：达玉村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

社放牧员才科在放牧。

本报记者 王 梅摄

图④：祁连县牧民赶着牦牛群前往

草场。 祁连县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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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探索发展草地生态畜牧业，草原植被盖度与牧民收入双增

一个高原牧业村的生态转型路
本报记者 刘成友 姜 峰 王 梅 贾丰丰

记者调查记者调查2021年 4月 2日 星期五 1313

3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
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
强调，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放
在心上，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把高质
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
合起来，推动坚持生态优先、推动高质量
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有机结合、相得
益彰。

青海对国家生态安全、民族永续发
展负有重大责任，承担着维护生态安全、
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使

命。高寒草地是青藏高原最主要的生态
系统类型，发挥着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功能，也是高原畜牧业的基础。作为全
国五大牧区之一，青海草地面积占全省
国土面积的六成多，其生态状况决定着
全省生态环境的状况。在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征途上，青海广袤草原上走出生
态、生产、生活共赢之路的孜孜探索，引
人瞩目。

20 多年前，青海畜牧业普遍停留在
传统发展方式，人草畜矛盾逐渐突出，大

部分草场出现不同程度退化。转变传统
畜牧业发展方式的不懈探索就此展开。

2014年 6月，青海获原农业部批准建
设“全国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创新
探索“股份制”“联户制”等多种经营模
式。据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统计，截至
2020 年底，全省共成立生态畜牧业合作
社 961 个，草原植被盖度 6 年间增长 7%，
产草量 10 年间每亩增长 11 公斤，牲畜超
载率 10 年间下降 32%，总体实现草畜平
衡。50 个示范创建合作社社员人均收入

达到 1.45万元。
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的达玉村生

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就是青海草地生
态畜牧业改革的一朵浪花。

如今的达玉村牧民，走出“过度放牧—
草地退化—牲畜减产—牧民致贫”的循
环，不少人过上“社里有牛有羊、城里有
车有房”的日子，生态、生产、生活协调发
展。前不久，记者走进距祁连县城上百
公里的野牛沟乡达玉村，探访这个海拔
3000多米高原牧业村的生态转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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