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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2 月 26 日讯 （记者 李
文明）记 者 从 自 治 区 农 牧 业 厅 获
悉，我区今春大小畜产仔率、仔畜
成活率均好于去年同期水平。

为 切 实 解 决 饲 草 短 缺 问 题 ，
2017 年，国家和自治区紧急下拨
饲草储备和牧区转场放牧补贴资
金 3.2 亿元，各级政府积极行动，
全力以赴抓好饲草料保障和养殖
生产设施建设。兴安盟、通辽市、
赤峰市等盟市充分发挥农牧结合
优势，通过农区调运青贮、作物秸
秆 等 方 式 有 效 解 决 牧 区 饲 草 缺
口；锡林郭勒盟和呼伦贝尔市通
过本地打储草、组织盟市外部调
运、盟内饲草调剂和利用上年应
急储备陈草，想方设法解决饲草
短缺困难；呼伦贝尔市牧区组织
57 万多头只大小畜转场到周边农

区过冬度春，减少牧区越冬饲草
近 35 万吨。

与 此 同 时 ，各 级 农 牧 科 技 人
员 深 入 生 产 一 线 ，摸 底 调 查 畜
牧 业 生 产 遇 到 的 困 难 ，就 近 帮
助 牧 民 修 缮 棚 圈 设 施 、做 好 卧
盘 保 暖 、疫 病 防 治 等 重 点 饲 养
管 理 工 作 ，及 时 做 好 冬 春 季 防
灾 减 灾 工 作 。

据了解，我区主要农区抓住国
家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契
机，积极开展“粮改饲”试点，大力
发展以青贮玉米为主的饲草作物
生产，2017 年全区青贮面积达到
983 万 亩 ，青 贮 饲 草 储 量 接 近
3000 万吨，为牧区调剂调运饲草、
稳定饲草市场价格提供了可靠保
障，为接冬羔、早春羔创造了有利
条件。

大小畜产仔率仔畜成活率
好于去年同期

2017 年，我区着
力推动《构建和完善
农 牧 业 灾 害 防 御 体
系 实 施 方 案》的 落
实，建立健全畜牧业
防 灾 减 灾 防 御 体
系 。 积 极 推 动 以 户
储为主、苏木或嘎查
建 设 中 型 饲 草 料 储
备库为辅、旗县建设
大 型 饲 草 料 应 急 储
备 库 为 补 充 的 饲 草
料储备机制，主要牧
区 旗 县 全 部 建 立 应
急饲草储备库，牧区
常 年 青 干 草 储 备 能
力 达 到 140 亿 公 斤
左右，过冬畜羊单位
平均贮草 164 公斤，
基 本 满 足 了 牲 畜 的
过冬需求。

我 区 还 利 用 自
治 区 畜 牧 业 防 灾 基
地 建 设 项 目 和 国 家
标 准 化 规 模 养 殖 场
建设项目、“菜篮子”
产 品 项 目 及 京 津 风
沙源治理、退牧还草
生 态 建 设 工 程 等 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全
力 开 展 棚 圈 等 基 础
设施建设，牲畜全部
实现棚圈化，特别是
牧 区 永 久 性 暖 棚 明
显增加，实现了临产
母畜和幼畜暖棚化，
过 冬 畜 暖 棚 羊 单 位
占有面积 1.1 平方米
以上，大小畜繁殖成
活率达到 98.7%，在
全 国 五 大 牧 区 处 于
领先水平。

今年，我区继续
抓 好 防 灾 减 灾 能 力
建 设 。 针 对 我 区 十
年九旱、牧区冬季寒
冷雪大的气候特点，
坚 持 不 懈 地 抓 好 防
灾减灾能力建设，推
动 实 现 政 府 从 应 急
救 灾 向 市 场 化 防 灾
减 灾 转 变 。 同 时 抓
好牲畜暖棚、饲草基
地 、储 草 棚 、青 贮 窖
等 配 套 基 础 设 施 建
设，鼓励各地出台提
前 出 栏 冬 羔 补 贴 政
策，减轻过冬饲草压
力 。 推 动 牧 区 开 展
牛 羊 气 象 灾 害 指 数
保险，降低牧民因灾
损 失 。 鼓 励 引 导 牧
民 秋 季 到 南 部 农 区

“溜茬”转场放牧，冬
季 饲 喂 一 些 青 贮 和
秸秆，形成牧区不足
农 区 补 的 区 内 饲 草
供 给 良 性 互 动 保 障
机制。

眼 下 正 是 牧 区
接 羔 保 育 最 繁 忙 的
季节，《小康图景》推
出特别策划，报道全
区各地积极行动，全
力 抓 好 饲 草 料 保 障
和 养 殖 生 产 设 施 建
设，做好今年接羔保
育工作，敬请关注。

□本报记者 李文明

“从去年 11 月接第一拨冬羔
开始，西口子养殖基地已经陆续
接 羔 羊 400 多 只 ， 成 活 率 达 到
99%以上。再过两个月，这里的
接羔保育工作一结束，我们就要
对仔畜断乳育肥了。”在包头市达
茂旗德彪养殖专业合作社西口子
养殖基地，总工程师张学贵一边
在基地查看羊羔长势，一边介绍
接羔保育工作进展。

自 2008 年以来，达茂旗对全
境 2357 万亩草原全面围封禁牧，
牧民们开始转型舍饲圈养，往年
三四月份才开始的接羔工作已提
前至冬季，最晚的也在开春就开
始了，接冬羔和早春羔成为牧民
增收的主要渠道。

“现在牧民的生产经营方式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靠天养畜
的传统观念逐渐改变，我们这里

的牧民不但准备了充足的饲草，
加 强 了 棚 圈 设 施 建 设 ， 还 对 母
畜、仔畜进行精心饲养，确保冬
羔和早春羔的成活率 。”张学贵
说，虽然全面禁牧后牧民们羔羊
的数量减少了，但他们将育肥的
羔羊以高价卖给合作社，自己少
养 精 养 ， 获 得 了 实 实 在 在 的 效
益。目前，达茂旗有一半左右的
牧民加入了该合作社。

为确保接羔保育工作顺利进
行，达茂旗从去年年底加大了对
牧民接羔保育、冬春季母畜饲养
的培训力度。在改善过冬畜棚圈
的基础上，达茂旗多渠道发动农
牧民进行饲草料储备，并将旗农
牧业局去年储备的饲草料以补贴
的 形 式 发 放 到 农 牧 民 手 中 。 此
外，该旗农牧业局还组织专业技
术人员深入农牧户家中进行专项
技术指导，加强疫病防控，为牲
畜接羔保育做好充足准备，切实
提高仔畜存活率。

少养精养，收益不减

□本报记者 张慧玲

来到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巴
拉嘎尔高勒镇牧民王海英家时，一家人
正在羊圈里忙乎。给羊喂完草料后，又
将已下羔的母羊和未下羔的母羊进行
分群。小羊羔吃饱喝足后，依偎在母羊
身旁咩咩叫着，十分惹人喜爱。

“我的饲料由玉米、大麦、胡麻、菜
籽、豆饼、花籽等多种饲料混合调配，
保证了母羊的营养需求。从开始接羔
到现在，我家接产的冬羔全活全壮，成
活率达到了 100%。”因为有 30 多年的
养殖经验，王海英对自己调配的饲料

充满信心，“羊羔差不多 6 月份就可以
出栏了，成活率就是收益的保证。看
来，我家今年的收入有保障啦！”

2017 年，王海英家留有近 400 只
母 畜 ，预 计 今 年 能 接 产 300 多 只 羔
子。为了保证母羊奶水充足和膘情恢
复，去年秋冬季，他储备了足够的青干
草和饲料。

同王海英一样，乌拉盖管理区乌拉
盖牧场牧民王久军也迎来了接羔保育
最忙碌的时期。今年，王久军并不像往
年那样手忙脚乱，这要归功于中央财政
支持的现代农业肉羊产业项目。

2016 年秋天，王久军申请到现代
肉羊产业项目，不仅新建了一间 200

多平方米的棚圈，还配套安装了高清
监控设备，让接羔变得省时又省力。
有了这套“电子眼”，王久军坐在家里
就能从电脑屏幕上看到棚圈里的情
况，再不用频繁地往圈里跑，还告别了
守夜接羔的麻烦。

王久军说，标准化棚舍、多功能储
草棚、牧场监控和饲草料槽等设备，不
仅提升了牧户的基础设施条件，还能
带动牧民提前接羔。早春羔经过放牧
加补饲后，可以早出栏、早收益。“从去
年 11 月份起，冬羔开始陆续接产，今
年 1 月进入接冬羔旺季，现在大的羊
羔已经有 50 多斤了，平均也有 30 多
斤，到出栏时每只大约能达到 90 斤。”

王久军说，“现在接羔设备好，棚圈也
暖和，成活率就高了，一般的细毛羊一
年只产一只羊羔，但是我家的细毛羊
双羔的也很多。”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通过采取引
导、扶持、服务等有效措施，不断优化
畜牧业结构，引导牧民转变生产经营
方式，积极组织牧民储备饲草料，提高
饲养管理水平，加强牲畜疫病防治，最
大限度地提高接羔保育成活率。目
前，全盟大部分牧户的棚圈都已达到
接冬羔标准，为提高仔畜成活率打下
了坚实基础。截至目前，锡林郭勒盟
已接产冬羔 40.85 万只，成活率达到
99.8%。

“冬羔全活全壮，今年的收入有保障啦！”

◎画中话·HUAZHONGHUA

■〖农牧·E 关注〗EGUANZHU

赶羊群入圈。

编者按

和羊羔玩耍。

□本报记者 李晗

正午时分，一场小雪刚刚下完，白
雪皑皑的草原显得更加温暖祥和。此
刻，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伊敏
苏木阿贵图嘎查牧民宝音德力格尔家
忙得不可开交。

“水槽里的水不够了，快去弄水
来，再给这几只待产母羊补点玉米饲
料。”妻子魏淑华一边给羊群喂水一边
焦急地说。这边，宝音德力格尔正忙
着给已产羔的母羊和即将产羔的母羊
分群补饲。凭借丰富的接羔保育经
验，宝音德力格尔给羊群安排了合理
的饲养布局，虽然忙碌，却有条不紊。

宝 音 德 力 格 尔 家 去 年 留 了 400
多只母畜，因当年夏天干旱，他果断
将 200 只母畜转场到岭南一带越冬
接 羔 。 从 今 年 1 月 初 开 始 ，家 里 剩
余 的 200 多 只 母 羊 已 经 产 羔 100 多
只 。“ 给 牲 畜 转 场 看 来 是 转 对 了 ，既
有效解决了我们当地饲草短缺的问
题 ，又 不 耽 误 今 年 的 接 羔 保 育 。 加
上 岭 南 的 羊 羔 ，我 家 已 经 产 羔 250
多只了，成活率接近 100%。预计总
接 羔 数 能 达 350 多 只 ，今 年 我 家 的
羊又‘丰收’啦！”宝音德力格尔高兴
地说。

据呼伦贝尔市农牧业局局长肖明
华介绍，为应对冬季饲草料不足的状
况，全市牧区和农区开展了互助合作，

调运饲草料近 10 万吨，并将牧区的 2
万多头牛和近 20 万只羊调到大兴安
岭以东异地越冬。同时，各地将储备
饲草全部低价向牧民销售，减少了饲
草料缺口，保障了冬季接羔保育工作
顺利进行。

一旁的宝音德力格尔指着棚圈
旁一捆捆堆得老高的饲草料说：“今
年我家准备了 500 捆饲草，每捆 500
斤，另外还准备了 60 多吨青贮、15 吨
玉米饲料和两车油菜秸秆，母畜膘情
的 恢 复 和 冬 羔 的 成 活 率 都 有 了 保
障。”

除了饲草料准备充足，今年新盖
的棚圈也给宝音德力格尔吃了一颗

“定心丸”。“之前我自己有 3 个棚圈，

当地农牧部门又帮助我们盖了一个新
棚圈，加上我为预防春季可能发生的
暴风雪准备的简易棚圈，现在共有 5
个棚圈，牲畜的越冬不成问题啦！”宝
音德力格尔说。

去冬今春，呼伦贝尔市派出相关
工作人员赴牧区各地，深入牧户家中
详细了解当前牧民生产生活、饲草储
备、棚圈保暖等工作。同时，抽调专业
技术人员为牧户提供接羔保育实用技
术，发放蒙汉双语养殖技术宣传册，提
升牧民接羔保育质量意识。此外，在
做好重大动物疫病集中强制免疫基础
上，做好药品的准备工作和孕畜、瘦弱
畜的补免工作，全力保障接羔保育工
作顺利进行。

新盖了棚圈，宝音德力格尔吃下“定心丸”

宝音德力格尔给已产羔的母羊补饲。
本报记者 李晗 摄

王海英将羊群赶回圈舍。
本报记者 张慧玲 摄

□本报记者 包娜仁图雅 摄影报道

眼下正是牧区接羔保育最繁忙的季节，通
辽市扎鲁特旗道老杜苏木胡鲁斯台嘎查牧民
白根顺家迎来了接羔高峰期。近几天，他家陆
续有 20 多只羊羔出生。

据了解，为做好今年的接羔保育工作，全区
各地积极行动，全力以赴抓好饲草料保障和养
殖生产设施建设。2017 年我区累计打贮草
836 万吨，调剂调运饲草 350 万吨，共计完成
饲草储备 1186 万吨，达到常年冷季饲草供给
水平。

接羔

羊在吃草料羊在吃草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