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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饲草料综合保障
能力、加大信贷政策扶持力
度、拓宽市场销售渠道……
近年来，贵州省关岭县持续
发展壮大肉牛养殖产业，延
伸产业链条，完善服务体
系，带动当地群众持续增收
致富。

核心阅读■一线探民生R

“肉香汤鲜，味道好！”不久前，广东省

广州市花都区天马广场一家商城专门为

“关岭牛”办“品鉴会”。关岭牛肉不负众

望，凭借香味和口感赢得称赞。看着琳琅

满目的牛肉产品，众多企业、商超给出合作

意向。截至目前，各地已开设关岭牛生鲜

直营店、旗舰店和火锅店等 1900 余家。

近年来，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

族自治县持续做好“一头牛”产业。 2016
年开始，关岭大力发展牛养殖业。截至今

年 6 月，全县牛存栏 15.92 万头、出栏 3.2 万

头，带动 11505 户养殖，每户年均增收 8000
余元。

“粮仓”筑好，草料先行

关岭牛是北盘江流域 19 个县黄牛的

统称，是国家重点保护的 78 个地方优良畜

禽品种之一，2016 年成功申报“关岭黄牛”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关岭牛”国家农产品

地理标志。

如何养出高品质的“关岭牛”？从种好

一株草开始。

初秋时节，走进关岭县新铺镇，绿油油

的皇竹草随处可见。微风吹过，绵延数万

亩的山地上绿草摇曳。

做好饲草饲料保障是关岭牛产业发展

的先决条件。过去，关岭县属于石漠化严

重区域，在当地种植饲草的数量有限，从外

地购买饲草成本过高，导致养殖成本陡增，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群众的养牛积极性。

为加快饲草料体系建设步伐，关岭县

坚持“以养定种、种养集合、草畜配套”发展

原则。因地制宜，积极探索荒山荒坡和低

产农作物用地种草新模式，努力提高饲草

料综合保障能力。

在关岭县委副书记宋立看来，只有筑

好了“粮仓”，产业发展才有坚实的源头和

基础。关岭县在北盘江沿线石漠化严重区

域，通过“坡改地”、路池一体等方式，种植

皇竹草、紫花苜蓿、燕麦草等高产优质牧

草，改良可利用天然草山草坡，创新推行

“划区分片、围栏轮牧”养殖模式。

新铺镇海百合村关岭牛养殖大户陈佳

星饲养了 30 多头牛，为解决饲草问题，种

植了 40 多亩皇竹草。收割后的皇竹草不

仅可自用，经后期加工，还能以每吨 500 元

的价格供应给其他乡镇的养牛户。牛粪还

有 专 人 以 1 立 方 米 上 百 元 的 价 格 上 门

收购。

目前，依托全县 33.79 万亩草地资源，

关岭县按照公司规模化种草、“农户种草+
适度养牛”、牧草公司保底收购等方式，确

保农户种草收益最大化。同时，还成立了

饲草生产加工企业 3 家、饲草专业合作社 7
个，建成年产 2 万吨饲草加工中心，年产饲

草及可利用秸秆 100 余万吨，可养殖肉牛

20 余万头。

“三养”并行，扩大规模

围绕养出高品质的牛、扩大产业规模

惠农富农，关岭县探索出家庭饲养“藏牛于

户”、小区饲养“抱团发展”、规模饲养“集中

育肥”的“三养”并行模式。

今年是新铺镇卧龙村村民蒙吉祥饲养

关岭牛的第四年。得益于每年稳定增长的

卖牛收入，他决定扩大养殖规模，增加圈

舍，再养 30 头牛。“县里全力支持，这个产

业发展这么好，我很有信心。”谈起饲养关

岭牛的未来，他笑容满面。

蒙吉祥 2019 年从事养殖业，2022 年养

殖黄牛 70 多头，年收入 50 多万元。 2023
年 扩 大 了 养 殖 规 模 ，目 前 存 栏 已 达 105
头。说起政府的支持，他如数家珍：能繁母

牛保险，政府补助了 70%的保费；流转的

150 亩荒山荒坡，政府免费提供草种和帮

助种植，还安排了 3 名专业人员提供技术

支持。

依托老百姓愿养牛、擅养牛的特点，关

岭县强化小额信贷、圈舍补贴等政策支持，

鼓励农户自行饲养。去年，一直想要扩大

养殖规模的新铺镇岭丰村村民吕慧遭遇了

资金发展瓶颈。在政府的帮助协调下，吕

慧得到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岭

县支行“惠农 e 贷”最高的 30 万元贷款金

额。“贷款额度有效期 3 年，利率是基准利

率，最重要的是随借随还，非常方便。”有了

资金的支持，吕慧家的牛存栏 40 余头，去

年家庭人均纯收入 1.5 万元。

在关岭县沙营镇羊场村养殖示范基

地，则是另外一番景象。 300 头肉牛在牛

圈中排成排吃草，场面非常壮观。据养殖

场工作人员蒋成介绍，该养殖场由公司统

一管理与饲养，均按照标准化养殖技术进

行示范养殖。

关岭县委常委、副县长宋汝谋介绍，目

前，全县已培育 5 头以上适度规模家庭牧

场 1526 个，50 头以上养殖场 98 个，200 头

至 300 头新型养殖小区 18 个，500 头规模

养牛场 26 个。

统计显示，关岭县为符合要求的圈舍、

牛犊、能繁母牛保险等提供补助资金累计

0.75 亿元；推出“脱贫成效巩固提升 e 贷”

“犇牛贷”等地方特色金融产品，累计为养

殖户提供金融贷款 24.5 亿元；抢抓国家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政策机遇，安排财政衔

接补助资金 1.13 亿元、支持 7 个关岭牛产

业项目建设。

“链”上发力，做大做强

走进贵州黄牛产业集团关岭有限责任

公司屠宰加工厂，工人们在有条不紊地进

行操作，每天都有 30 头左右肉牛进厂。在

这条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线上，一头牛仅

需 15 分钟就能完成分解。随后工人对肉

牛进行精细化分割，可产生“牛柳、眼肉、里

脊、元宝肉、雪花肉”等数十个不同产品，让

关岭牛卖出好价钱。

据该厂厂长李成栋介绍，屠宰加工厂

年屠宰能力 10 万头，能实现标准化屠宰、

精 细 化 分 割 、规 范 化 冰 鲜 肉 配 送 。 2022
年，全县牛肉产量达 7943 吨。

深加工是产业发展的重要一环，以关

岭牛为原材料加工的休闲食品广受市场

青睐。走进贵州省苗阿爹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内，牛肉干、牛肉丝等精深加工

的牛肉制品琳琅满目。公司总经理王全

兴介绍，公司生产的手撕牛肉、带皮牛肉

等食品，每年投用的关岭牛牛肉原材料占

公司采购原材料的 40%。去年，该公司销

售额约 7200 万元，牛肉食品营收达 2600 多

万元。

“关岭牛低脂肪、高蛋白，做成休闲食

品口感非常好。我们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特别在北京、广州等地销量很旺。”王全兴

说，公司牛肉制品实现每年 30%左右的增

长，市场前景看好。

县里还积极探索“线上团队销，线下专

店卖”相结合模式，拓宽市场销售渠道，提

升 关 岭 牛 的 市 场 占 有 率 。 通 过 采 取“ 牧

场+屠宰场+销售市场”的经营模式，直接

面向永辉、盒马鲜生等大型商超供货，与京

东、天猫等线上平台建立合作关系，推动关

岭牛进入一线城市，迈向高端市场。下一

步，关岭牛产业将依托品牌效应，提升产品

研发能力和水平，增强品牌产品知晓度和

美 誉 度 ，推 动 品 牌 优 势 持 续 向 经 济 效 益

转变。

目前，关岭县已构建牧草种植、养殖基

地、屠宰加工、餐饮服务等融合发展的产业

体系，种、养、加、销综合产值达 23.2 亿元。

安顺市委书记杨昌鹏表示，从“养得好”到

“卖得好”，推动安顺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

市里将重点支持关岭牛延伸产业链条，完

善服务体系，提升产业附加值和农民养殖

收益，让关岭牛走出大山，带动当地群众持

续增收致富。

贵州省关岭县发展壮大养殖业，带动群众持续增收—

兴一个产业 富一方百姓
本报记者 汪志球 黄 娴

本报北京 9 月 14 日电 （记者丁怡婷）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

悉：今年保障性租赁住房筹集建设进度不断加快，全国筹集建设保障性

租赁住房 204 万套（间）的任务目前已完成 72%。近两年来，各地已筹

集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 508 万套（间），完成投资超过 5200 亿元，可解决

近 1500 万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困难。

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

明确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解决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困

难问题，以建筑面积不超过 70平方米的小户型为主。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

安排，未来将继续鼓励各地在产业园区或城市建设重点片区建设保障性租

赁住房，鼓励在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鼓励利用闲置商

业办公楼等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多措并举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

今年保障性租赁住房筹集建设任务完成超七成

本报北京 9 月 14 日电 （记者白剑

峰）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4 部门日前印发

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口腔诊疗行为，

提升口腔医疗保障水平，促进口腔医疗

服务健康发展。

通知要求，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要将口腔医疗服务纳入当地医疗

资源总体规划布局中统筹考虑，着力推

进综合医院口腔科及口腔专科医疗机

构建设，并严格落实医疗制度规范。

在加强口腔科耗材供应保障管理方

面，通知要求各地要规范落实口腔修复、

种植、正畸等耗材省级平台挂网采购，以

省（区、市）为单位，或以跨省份联盟形式

积极开展口腔科耗材集中采购，促进口

腔科耗材价格公开透明，挤出价格水分。

公立医疗机构要加强耗材采购、储

存、使用、监测、评价、监督等全流程规

范管理，按照合法、安全、有效、适宜、经

济的原则，遴选口腔科耗材，纳入医疗

机构耗材供应目录统一管理。按要求

从省级平台采购所需耗材，提高网上采

购率。在临床合理使用基础上，优先采

购、使用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的耗材。

规范耗材购销行为。公立医疗机

构口腔科耗材采购工作应当由医疗机

构统一管理，严格按照程序公开公正选

择耗材供应企业。口腔科及有关医务

人员不得自行从事医用耗材采购活动，

不得使用非医用耗材管理部门采购供

应的医用耗材。

通知要求，在医保基金可承受的基

础上，将符合条件的治疗性医疗服务项

目和医用耗材按程序纳入基本医保支

付范围。支持鼓励商业保险积极发挥

作用，减轻群众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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