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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川发展草食畜牧业之管见 *

王正祥1),谢世友2)

(1)西南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重庆400715;2)西南大学 三峡库区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400715)

摘要 南川属岩溶地区,石漠化问题日益严重。针对这种现象提出:草食畜牧业是南川地区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首选产业,加快草地建设、推进草食畜牧业发展是南川地区解决经济贫困与生态退化的有效途径;阐述了南

川地区发展草食畜牧业的有利条件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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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problemofrockydesertificationinkarstareaofChongqingisincreasinglybecoming
serious.Tosolvethisproblem,Nanchuanissetasanexamplewithfavorableconditionstodevelopplant-
eatinganimalhusbandry.Asaresult,thepolicyofspeedingupthegrasslandconstructionandpromoting
thedevelopmentofplant-eatinganimalhusbandryisputforwardasaneffectivewaytofightagainsttherural
povertyandtheecologicaldegradationinkarstareas.Plant-eatinganimalhusbandryisthebestindustrytoa-
chievesustainabledevelopmentinthesouthwestmountainousareaofkarstrockydes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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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川位于重庆市南部,属岩溶地区,境内多山,
地形以山地为主,石漠化问题日益严重。一方面土

层瘠薄、保水性差,地表旱涝灾害频繁,水土流失严

重,土地生产力相对薄弱。另一方面,水热资源充

足,尤其适合灌木、草本植物的生长,草地资源丰

富[1],宜于发展草食畜牧业。
草食畜牧业是利用草地直接放牧牲畜,或将草

地作为饲草刈割地以饲养牲畜的畜牧业。草食畜牧

业作为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节粮、可利用资

源丰富、圈舍及饲养管理条件要求不高、疾病少、成

本低、劳动强度不大等优点。因此,加快南川地区草

地建设,发展草食畜牧业,可以解决南川生态修复和

生产发展与脱贫致富的难题。

  一、南川发展草食畜牧业的有利条

件

  1.优越的生态环境

南川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生态环

境气候资源,是多种动植物生长的适宜区或最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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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川最高海拔2251米,最低海拔340米,城区海拔

550米,垂直气候明显。年平均气温16.6℃,年平

均日照1273小时,年平均降水量1185毫米,无霜

期为305天。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

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极有利于牧草的生长和草

食牲畜的生长发育。

2.丰富的饲草资源

南川气候温暖湿润,土壤类型多样,宜于多种牧

草的生长,天然草山草坡、退耕种草、农户人工种草

以及农副秸秆等饲草饲料资源十分丰富。草坡草地

多,全区有草地资源3.5万亩,包括农作物秸杆在内

理论载畜量为15.7万牛单位。良好的基础,使南川

畜牧业在扩大规模、增加产量、改良品种、改善结构、
提高效益等方面都具有不小的潜力。

3.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南川人口众多,既形成了区内巨大的畜产品消

费市场,又为种草养畜所需的劳动力资源提供了保

证。大力发展草食畜牧业不仅能带来经济效益,也
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剩余劳动力就业和增加农

民收入等迫切问题。大力发展草食家畜,既是畜牧

产业结构内部调整的需要,也是退耕还林(草)、推动

“天保”工程、建设长江上游绿色生态屏障、实施西部

大开发战略的需要,是解决“三农”问题,保证农民收

入稳定增长的重要途径。

4.广阔的市场前景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人
们的膳食结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动物性蛋白质

的需求持续增加,畜产品消费量不断上涨,草食畜禽

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可观的经济效益。牛奶、牛
肉、羊肉等草食畜禽产品符合人们对低脂肪、高蛋

白、安全环保型产品的需求心态,而我国目前这几类

产品的人均消费量远远低于国际水平,因而有很大

的市场潜力。在当前种植业增效难度加大的情况

下,草食畜牧业是稳定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得实惠

的首选产业。

5.便利的交通条件

南川区位独特,渝湘高速公路横贯全境,距重庆

解放碑仅75公里左右,属重庆“1小时经济圈”。万

南地方铁路和即将建成的南涪铁路把南川境内的川

黔线、渝怀线、沪汉蓉大通道连接起来,自古以来就

是黔北地区通往重庆主城的要冲。区内不断改善的

交通条件,既方便了地区内部的交流与联系,又不断

为草食畜牧业的发展拓展市场空间。

6.得力的政策支持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岩溶地区石漠化治理

工作,先后实施了南方草山草坡开发示范工程、天然

草地植被恢复与建设工程、退牧还草工程、石漠化草

地治理试点工程、牧草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及飞播牧

草等草地治理项目,为岩溶地区草地建设和发展草

食畜牧业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机会。国家和地

方政府对种草养畜均有相应的扶持与鼓励政策,该
区已出台产业发展的“1+5”文件,明确了具体的奖

励扶持政策,中央、省、区县加大了政策支持和资金

的扶持力度。

  二、南川发展草食畜牧业存在的问
题

  1.认识不够,商品意识不强

一直以来存在的“农区种粮,草原养畜”的传统

观念仍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草食畜牧业的发展。要

转变观念,把“以粮为本”转变为“以草为本”,“立草

为业”。要充分认识种草养畜是物质和能量循环的

高效化和优化,是向现代化农业过渡的必然趋势,是
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体内容;还要充分认识到

发展草食畜牧业是保护生态环境、发展地方经济、调
整农业结构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举措。草食畜牧

业是岩溶石漠化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首选产业。

2.缺乏资金和技术

当地农民收入低,因而限制了其投入购买畜禽

的能力,并且缺乏科学养畜的知识。在没有大量资

金投入来改善生产条件的情况下,生产难以有大的

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发展草食畜牧业

的进程中,更离不开科学技术。在岩溶石漠化山区,
生产技术推广滞后,特别是在畜禽卫生防疫、疫病的

常规监测方面问题较多。他们仍然依赖传统的临诊

观察、病理剖检等简单的方法,有的养殖户甚至面对

畜禽疾病束手无策。另外,畜产品加工、贮藏和包装

技术也很落后。

3.牧草和畜禽品种相对落后

牧草和畜禽品种相对落后是制约岩溶地区草食

畜牧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南川天然草地中优良

牧草比例偏低,天然草地普遍存在营养成分少、饲养

价值不高、产量低等缺点,加上人畜争地和不合理的

放牧制度,造成天然草地不断退化和减少,严重制约

了草食畜牧业的发展。尽管拥有许多地方良种,但
因长期的近交和无力选育,畜禽品种严重退化,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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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慢、产量低、经济价值不高,已成为制约南川草

食畜牧业发展的一大重要原因。

4.规模较小,经济效益低

南川草食畜牧业规模较小,加工工艺落后,加工

深度不够,没有健全的产品分级分等标准,产品质量

参差不齐,工厂化和规模化的比重低,企业集约化和

产业化水平低,经济效益不高。

5.石漠化现象严重

南川区石漠化总面积145.9754km2,占全区

面积的5.59%,其中轻度石漠化面积82.57km2,中
度石漠化面积59.78km2,重度石漠化面积1.54
km2,极重度石漠化面积2.08km2[2]。这严重制约

了南川经济的发展。

  三、南川发展草食畜牧业的措施

1.建设高质量的人工草地,以草养畜

针对南川饲料粮不足的实际,因地制宜,突出发

展节粮型的草食动物;大抓人工种植牧草,走以草代

粮,以草换肉,发展草食动物的路线。对现有的天然

草地,在充分合理利用的同时要引入优良牧草品种

进行改良,并注意天然植被的恢复,要把草地建设、
保护与利用结合起来。在人工种植优良牧草方面,
充分利用现有草山草坡资源,结合退耕还林还草工

程,实施退耕种草和林下种草,结合牧草种子繁育基

地建设项目、家庭小草原建设开展人工种草[3]。通

过草地改良、人工种草等草地建设措施,短期内就可

以提高植被覆盖率,起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

境的作用。

2.抓好秸秆开发利用,降低成本

草食家畜把饲料转变成人们所需要的食品能力

最强、效率最高,并可充分利用青粗饲料和农作物秸

杆,避免与人争粮。秸秆经氨化、微贮发酵后,可以

提高消化率30%~40%。据相关资料证明,用2kg
秸杆饲料代替精饲料就可以节约0.5kg精饲料[4],
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利用农作物秸秆既解决秸秆

乱堆乱放,污染环境,又能避免饲草短缺,提高饲草

利用率。秸秆开发利用,是发展草食家畜的一项重

要措施,对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减少环境

污染,促进农业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作

用[5]。大力推广秸秆氨化技术,总结推广成功的经

验,着重提高氨化秸杆质量和利用其饲喂牛羊的技

术,探索提高效益的途径。

3.发展特色畜牧业

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资源特点,决定了南川畜牧

产业必须走名、特、优、新的发展之路。以优良地方

品种为重点,抓特色畜牧产业。加大对南川鸡、涪陵

水牛和金佛山蜜蜂等优良品种的保护、利用和开发

力度。南川鸡得到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已通

过省级地方优良品种审定,正着手申请国家优良地

方品种;涪陵水牛纳入国家级保种项目;建立了全国

第一个中华蜜蜂保护区,创建了全国第二个“中华蜜

蜂之乡”,特色畜牧业发展步伐加快。要注重资源保

护与开发利用,加大产品开发力度,使南川鸡系列产

品尽快进入重庆及全国市场。对涪陵水牛以保护原

有品种资源为主,兼顾开发奶、水牛[6]。总之,特色

畜牧是南川的产业优势,抓住特色就能更好地促进

畜牧业的发展。

4.发展畜产品加工业,延长产业链

动物产品加工率的高低和发展的层次是衡量一

个地方畜牧业产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对畜产品进

行再加工,以发展相应的横向或纵向产业,延长产业

链,提升产品的价值。对特色产品适时采用新技术

加以改造,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提高档次。进

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拓宽市场。另外,针对市场需要

不断开发新产品,如南川鸡系列产品、牛肉干等,创
出品牌,形成龙头企业,带动草食畜牧业的发展。今

后,应当加强民间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培育和规范

工作,以“小群体,大规模”的方式,强化“龙头企业+
合作组织+基地+农户”的产业发展机制,健全产加

销一体化、种养加一条龙的产业发展体系,推进农业

产业化,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增添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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