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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

发展生态畜牧业发展生态畜牧业 奏响高原振兴曲奏响高原振兴曲
沿黄河而上，走进甘肃省

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境内
峰峦叠嶂、河谷相间、山川错
交。这里不仅是黄河、长江上
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补给
区，还是维系黄河流域生态安
全的重要天然屏障。

“碌曲县75%的国土空间
面积都属生态功能区，该区域
内开发建设受到限制。但是我
们不能只靠国家‘输血’，还要
提高‘自我造血’的能力。”近
日，碌曲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
世忠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
访时说。

近年来，碌曲县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持续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结合生态畜牧业发展
和资源优势，推动传统优势产
业转型升级。

“十户联产”助农增收

初秋的碌曲，天气已经渐
凉。中国城市报记者驱车行驶
在碌曲境内，看到蓝天悠悠，白
云舒卷游走；牧草泛黄，风吹草
低见牛羊，美得如诗如画。

9月11日，在碌曲县尕海
镇加仓村的草原上，中国城市
报记者见到了一排独特的草原
木屋正在施工，木屋内部客厅、
厨房、卫生间、洗浴室等一应俱
全。木屋门口立着一块牌子，
上面列有“十户联产”的户主
姓名、家庭人数、草场面积和
牲口数。

“这是我带着村民建设的
‘牧游结合’的定居点，冬季放
牧人可以在这里居住；夏季游
客多了，还可以作为客房。”红
尕是加仓村扬旗牦牛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创办人，同时也是

“十户联产”的探路者。
此前，在碌曲，农牧区的分

散经营如何与广阔的市场进行
有效对接，一直是农牧业经营
面临的重要问题。

尕海镇党委书记王麟告诉
中国城市报记者，红尕等牧民
探索的“十户联产”是以村为单
位、以牧民自愿为原则、以10
户左右为网格进行划分的“联
产体”；在“联产体”中选出1户
带动能力和责任心强的作为

“领头雁”，抱团其余农牧户，把
有限的劳力统筹起来，大家共
享生产资料、各司其职，形成
高效增收的适度规模化经营
局面。

作为最先“吃螃蟹的人”，
红尕感受到“十户联产”要想真
正发挥效用，最重要的是建立
连带责任和利益共享机制。

以拉仁关乡唐科村劳尔都
良种牦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实践路径为例，中国城市报记
者了解到，该村7户产业相近、
地域相邻的农牧民“抱团”到一
起成立合作社，所有社员的草
场、良种牦牛须全部纳入其
中。入社时，草场按照质量划

分为三个等级，再根据草场面
积，折合为人民币作为入股资
金；每户社员入股良种牦牛58
头，折合资金49.3万元。

在此基础上，每户固定2
名劳力在合作社常年从事管
理、放牧、饲草料和畜产品加工
等工作，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

分红方面，合作社同14名
长期工签订劳务协议，每人每
月按3000元标准发放工资；同
时，根据社员入社时的草场等
级和面积，按照每年每亩一级
草场24.25元、二级草场22.12
元、三级草场20.43元的标准向
社员支付草场费。

“过去，每家每户所有人都
投入到了农牧业。自从有了

‘十户联产’，释放了不少劳动
力。这些富余的劳动力可以外
出打工，不仅增加了收入，还开
阔了视野，回来后还能提升牧
区人口素质。”李世忠表示，碌
曲县推广“十户联产”经营模式
后，拆除了大量围栏，为草原生
态修复和野生动物保护提供了
坚实基础。

碌曲县委常委、副县长王
盛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十户联产”的发展模

式是加快传统农牧业向现代农
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为
鼓励“十户联产”抱团发展，碌
曲县运用金融杠杆，注入2000
万元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资金
作为担保金，撬动2亿元银行
贷款解决合作组织发展资金短
缺的问题；同时，以县级财政衔

接资金为贷款贴息，让谋划发
展、真抓实干的合作组织享受
到贴息贷款支持。

截至目前，碌曲县有意愿
参与“十户联产”抱团发展的
共有105个单元，涉及农牧户
1128户，经营范围涉及种植、
养殖、旅游和畜产品加工销
售等。

“三结合”顺势养殖法
提质增效

“全县牦牛饲养量为21.72
万头，占牲畜总数的42.68%。”
中国城市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牦牛产业既是碌曲县经济
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也是促
进农牧民增收的优势产业。

“过去是养得越多收益越
好。但是由于生态保护和草畜
须平衡发展，畜牧业没法在数
量上做文章，只能在质量上下
功夫。”王盛说。

为进一步减轻天然草原
放牧压力，加快畜牧业转型
升级，碌曲县引进甘南州尕秀
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
尕秀农业），在李恰如国有种
畜场打造了占地面积 2 万亩

的李恰如牦牛生态养殖示范
基地。

中国城市报记者在李恰如
牦牛生态养殖示范基地看到，
牦牛的购买投放等工作正在有
条不紊地开展；标准化建设的
牲畜棚圈和一头头体形健硕的
良种牦牛构成了一幅田园牧歌

的美丽画卷。
“你看，这些牦牛都是脚朝

外，这说明它的体格比较好，肉
长得比较快。”尕秀农业总经理
李沅峰指着牛群告诉中国城市
报记者，公司购入的基本为3—
4岁的小牛，通过推广圈养、放
牧、补饲“三结合”顺势养殖法，
大幅缩短牦牛出栏周期，降低
病死率，提高牦牛产品口感，实
现草畜平衡。

据介绍，“三结合”顺势养
殖法是尕秀农业在碌曲主推的
先进养殖生产方式。该方法逐
步取代了传统放牧方式，顺应
和保持高原牲畜自然放牧的半
野生的生活特性，顺应牲畜品
种特征所具备的生长能力，顺
应草原饲草生长特性，将现代
科学技术成果应用到治草、育
种保护等各个环节。

“之前牦牛的出栏时间都
在6年以上，现在1头牛从3岁
购入到出栏只需要 6 至 8 个
月。这样一来，就减轻了草场
压力，提高了周转次数和经济
效益。‘三结合’顺势养殖法可
以在合作社、村集体及个体养
殖户中全面推行。”李沅峰提
到，尕秀农业还注册了“李恰

如”商标，通过质检、达到养殖
标准的牦牛都可以认证为碌曲

“李恰如”牦牛肉品牌，而后纳
入尕秀农业的销售渠道，解决
困扰牧民的销路问题。

李世忠表示，“三结合”顺
势养殖法正通过科学养殖，对
全县的其他养殖户起到示范引
领的作用，引导现代化的养殖
方式在碌曲全面开花。

26岁的藏族小伙才让加
是碌曲人，大学毕业后选择回
到家乡。刚刚拿到碌曲县博纳
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的他对于未来充满期待。

“我在尕秀农业学到了‘三
结合’顺势养殖法，现在我把
这种方法复制到黑羽鸡的养
殖过程中，希望家乡的黑羽鸡
也能打出品牌，让乡亲们从中
受益。”才让加对中国城市报记
者说。

活畜交易市场打通销路

碌曲县在畜牧业的上游和
中游做足功夫的同时，也在下
游积极布局。

9月11日下午，微风徐徐，
在碌曲县郎木寺镇贡巴村，甘
青川贡巴活畜交易市场正如火
如荼地施工。

中国城市报记者在施工现
场了解到，交易市场由交易大
棚、综合管理楼、牛羊饲料间、
粪便集中池等组成。交易大棚
有三部分功能，交易期作为牛
羊交易棚，交易后作为牛羊存
放棚，非交易季节可作为牛羊
育肥棚。

“交易市场能彻底解决我
县牲畜出栏周期长、门路少、牲
畜质优价不优、销售渠道狭窄
等问题。”王盛介绍说。

而在距离碌曲县城区不远
的碌曲县畜产品加工园区也不
断传出好消息，其中最引人关注
的便是屠宰加工企业的入驻。

“我们已初步与屠宰企业
达成意向，正在加紧建设园区
管网、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
达到入场条件后，企业将马上
进园建设，年内有望投产，彻底
弥补没有畜产品屠宰和加工企
业的短板。”王盛表示，这样一
来，碌曲就能提升畜产品质量，
打造畜产品品牌，积极抢占甘
南州内外市场。

据王盛介绍，接下来碌曲
县还将积极推进与东部地区的
协作，同时推进中央定点帮扶
单位持续开展消费帮扶、产销
对接行动，建立优质农产品绿
色通道，搭建农产品供需对接
平台。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文图

李恰如生态养殖示范基地内，标准化建设的牲畜棚圈和一头头体形健硕的良种牦牛构成了一幅

田园牧歌的美丽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