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图 本报记者 郭洪申

坐落在科尔沁草原腹地的通辽
市，素有“黄牛之乡”的美誉，几十年
来，这种美誉度始终在不断提升。

1953 年，通辽市开始采用常温
下人工授精技术改良本地牛；1974
年，牛冷冻精液试制成功；1990 年，

“科尔沁牛”通过自治区验收命名；
2002 年，“中国西门塔尔牛（草原类
型群）”通过国家验收命名；2017
年，“中国草原肉牛之都”获得命名；
2018 年，体外胚胎生产技术试验成
功，工厂化“试管牛”批量生产开始
应用。

通辽市家畜繁育指导站站长戴
广宇说：“这是通辽市畜牧业发展史
上的奇迹，也改写了牛改良的历史。”

戴 广 宇 介 绍 ，早 在 1953 年 —
1956 年期间，通辽市就先后引进了
荷兰牛和三河牛，采用常温下人工
授精技术改良本地牛。1968 年，又
引进国际上认可的西门塔尔牛、南
德温牛等作为主导品种进行蒙古牛

（本地牛）改良，经过 20 多年的杂交
选育，1990 年，科尔沁牛新品种通
过自治区政府验收命名。

改革开放以后，通辽市黄牛改
良步伐进一步加快，以科尔沁牛新
品种为基础，引进法系、加系西门塔
尔种公牛生产冷冻精液，采用开放
核心群育种技术路线，以纯种扩繁
和扩大改良群相结合的办法，加速
核心群选育进度，到 2002 年育成品
质优良的适合科尔沁自然气候特点
的中国西门塔尔牛，并通过验收命
名。目前，全市黄牛存栏 96%属中
国西门塔尔牛。

中国西门塔尔牛的成功繁育给
通辽市黄牛产业大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目前，全市已拥有国家级重
点种畜场 3 个，国家级种公牛站 1
个。内蒙古科尔沁肉牛种业有限公
司成为集活体采卵、体外受精、胚胎
移植等现代繁殖技术于一体的肉牛
种源基地，2018 年初，该企业体外
胚胎生产技术试验成功，工厂化“试
管牛”批量生产开始应用。通辽京
缘种牛繁育有限责任公司年生产肉
牛冻精 200 万支，畅销全国 20 多个
省区。全市拥有市级良种推广机构
1 个，旗县级 9 个，苏木乡镇级 131
个，肉牛冷配站点 2419 个，人工受
精员 2642 人，母牛全部实施人工受
精，年冷配母牛 90 万头。

谈到这科学育种、科学养殖，当
地的牧民最有发言权：“以前我们靠
天吃饭，牛都是散养。遇上年景不
好，牛的口粮就没有保障，繁殖成活
率和养殖收入都特别低。现在可不
一样了，我们靠着科技养殖、标准化

养殖实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
近年来，通辽市把黄牛产业作

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户脱贫致
富的主导产业来抓，不断完善全产
业链格局、优化市场交易环境、创新
黄牛产业发展路径，黄牛产业已成
为拉动畜牧业经济发展和促进农牧
民增收的重要引擎。2017 年，全市
牧业年度牛存栏达到 338 万头，能
繁母牛 162 万头，年出栏肉牛 115
万头，牛肉产量 22 万吨，农牧民人
均肉牛养殖纯收入 2300 元。

目前，该市母牛繁育基地和育
肥牛基地规模化标准化养殖初具规
模。母牛扩繁“万千百十”示范工程
和育肥牛标准化规模化饲养成效显
著。基础母牛饲养超万头苏木乡镇
43 个，超千头嘎查村 375 个，超百
头养殖场 474 个（其中万头养殖场
4 个，千头养殖场 11 个），超十头养
殖户 26567 户；育肥牛企业与育肥
牛专业户达 13547 家，其中，万头育
肥牛场 7 个，1000 头以上的育肥牛
场 21 个，100 头以上的育肥牛场、
户 296 个；有供港活牛企业 2 家，年
供港活牛 2 万头以上；肉牛养殖专
业合作社达 741 个。

肉牛产业已形成了集种业、繁
育、屠宰、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
化发展趋势，产业链条逐步完善。

“科尔沁牛”已注册地理标识；“科尔
沁KERCHIN”及图标被中国工商局
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通辽肥牛”
已获得国家质检总局原产地标识注
册。2014年《科尔沁肉牛标准体系》
通过审定，标准体系覆盖肉牛全产
业链。2015 年《科尔沁肉牛标准体
系》实施，“通辽市肉牛质量安全追
溯系统”建立。科尔沁牛业股份有
限公司、通辽市谷润肉业有限公司、
通辽市明清肉制品有限公司、草原
牛王有限公司、内蒙古邦杰食品有
限公司等 7 家规模以上肉牛屠宰加
工企业，已具备年屠宰加工能力 60
万头。牛肉及深加工产品远销阿联
酋、科威特、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
列等中东国家以及马来西亚、印尼、
文莱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黄牛产业一路高歌猛进，也带
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草产品
加工企业异军突起，饲草料加工机
械设备达 6 万台，其中青贮收割机
1.49 万台（自走式青贮收割机 944
台），全市年打储青干草 10 亿公斤，
青贮玉米种植面积 590 万亩，人工
草地保有面积 102 万亩；玉米秸秆
饲料化利用率达 70%；粗饲料储备
总量 220 亿公斤。

通辽市成峰牲畜市场、科尔沁
黄牛市场、雨田农畜市场、巴图牲畜
市场等 10 大肉牛交易市场生意红
火，年交易活牛 200 万头，交易额突
破150亿元，辐射锡盟、赤峰、兴安盟
等周边盟市和辽宁、吉林、黑龙江、
河北、山东等十几个省市区，初步构
建起了买全国、卖全国的黄牛市场
发展格局。“互联网+市场”“互联网+
畜牧”等新兴业态正在兴起，并填补
了国内牲畜在线交易的空白。

2017 年，农业部制定了《关于
加快东北粮食主产区现代畜牧业发
展的指导意见》，将通辽市列入东北
三省肉牛产业优先发展规划区。以
此为契机，通辽市成立了由市委、市
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肉牛产业的
发展领导小组，做到了层层有人抓、
有人管。

前不久，通辽市制定了《通辽市
肉 牛 产 业 发 展 规 划（2018- 2020
年）》，全面实施“增草增牛”、建设

“中国牛都”的发展战略，扶持壮大
龙头企业，提高肉牛深加工比重和
深加工水平，增强龙头企业的整体
实力和产业带动能力，完善以肉牛
为重点的质量安全全程可追溯体
系 ，打 响 科 尔 沁 绿 色 农 畜 产 品 品
牌。到十三五末，预计全市牛存栏
将 达 到 350 万 头 ，其 中 母 牛 存 栏
200 万头，肉牛出栏达到 122 万头，
牛肉产量达到 24 万吨，农牧民人均
肉牛产业纯收入达到 2600 元以上。

改革开放的 40 年，亦是通辽市
黄牛产业突飞猛进的 40 年。通辽
市将继续全力打造“中国牛都”，让
黄牛产业“牛气冲天”，让“黄牛之
乡”美名远扬！

7 特刊

□本报记者 胡日查
见习记者 高敏娜

农民生活的变化总是与土地休
戚相关。40 年前，安徽小岗村农民在

“包产到户”契约上按下红手印，拉开
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曾 几 何 时 ，农 业 始 终 伴 着 一 个
“穷”字。40 年来，扎赉特旗紧跟改革
步伐，大力调整优化种植业结构，加
快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提升农业科
技成果转化和应用能力，积极培育种
粮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组
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使这里的农
业富了起来。

如今，这片地处大兴安岭南麓向
松嫩平原延伸的过渡地带的土地，成
为了全国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县、有
机绿色无公害农产品示范县，连续 10
年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更被
人称赞为“塞外粮仓”。

改革开放以来扎赉特旗的农业
发展故事，也是杜文义和五道河子村
的成长故事。

杜文义是扎赉特旗好力保镇五
道河子村党支部书记，今年 53 岁的
他，一直在这片土地上耕种。从“二
牛抬杠”到现代农机，从贫困村到小
康村，从种田能手到职业农民，在这
40 年点点滴滴的变迁中，他充分感受
到了农业改革所带来的红利。

“我们家 8 口人，包产到户一共分
了 40 亩地。我从 16 岁就开始种地，
那时候家里除了靠马拉犁杖，剩下的
活都得人工。大家不懂化肥的作用，
害怕化肥烧苗，就把生产队送来的化
肥都偷偷倒掉。”杜文义笑着回忆当年
往事，他说那时候家里没有农机，基本
都是靠天吃饭，大家也不包地，自己家
地都种不过来，销售的种子、化肥没有
人买，种出的苞米七高八低。

1985 年前后，杜文义家里花了
1400 元买了手扶拖拉机，告别了用
牛马耕作的历史。同时，开始大面积
使用化肥，土地收入眼瞅着提高了一
大截，没过两年，他又换了一台小四
轮拖拉机。

靠着这辆小四轮，杜文义成为了
一名农村经纪人，每年秋收后，杜文义
就用小四轮拖拉机收粮再卖到粮库。
耕作条件逐年变好，杜文义家里粮食收
入越来越多，1998 年他又承包了 200
亩土地，成为全乡种地最多的农民。

“那段时间还是靠着弯钩犁和四
轮车种地，每次播种需要六七个人一
块儿干活。又过了两年，就变成自动
爬犁，还用上了播种箱，这一下就少
用了 5 个人。后来，自动犁又更新了，
马力变大了，又有了精播犁。”杜文义
回忆说，在他的种地生涯里，家里的
农机换了六七批，每次更新都使种地
成本有所降低。

如今，在五道河子农牧专业合作
社高大宽敞的库房内，一排排齐齐整
整的农机具让人震撼，颇有现代化大
工厂的气派。农业机械化迅速普及，
推动扎赉特旗现代农业迅速奔跑。

每年春耕秋收，大型播种机、联合收
割机跨区作业成了乡村大地一大壮
景，“锄禾日当午”已经成为历史。“过
去靠人力，现在靠农机，粮食越收越
多，农活越来越轻。”杜文义笑着说。

因为四处收粮，杜文义看到外地
许多农民合作社、专业大户和家庭农
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迅速发展，带
动着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而自家从
1998 年到 2011 年的十几年时间里，
土地收入基本没有再发生太大变化，
这让他突然意识到，只靠自己“单打
独斗”不行了，必须要向“抱团发展”
转变。2012 年，杜文义当选新一任
的村书记，这让他有了胆量成立合作
社，流转群众的土地集中进行耕作。

合作社刚成立时，群众热情不高，
入股社员只有 12 户，土地 200 亩。合
作社成立后连续两年种植玉米都赔了
钱，杜文义像是被人兜头泼了一盆冷
水：“老百姓一家一户自己种还勉强挣
个四五百，合作社种地成本高，两年赔
了30万，我当时压力特别大。”

2014 年，在扎赉特旗农业局的
项目支撑和技术指导下，杜文义决心
带着大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减少玉
米种植面积，增加甜菊面积，喜获大
丰收，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当年社
员分到了每亩 880 元的保底分红。

尝到结构调整的甜头，2015 年，
杜文义又开始尝试旱改水，种植了
5000 亩水稻，2017 年，五道河子又率
先示范种植了 2000 亩旱作水稻。

如今，五道河子已经拥有 2 个万
亩基地，1 万亩是甜叶菊，1 万亩是绿
色水稻，合作社成员达 400 余人。在
合作社的带动下，2017 年末，五道河
子村人均纯收入突破了 3 万元。

今年，五道河子村继续采取“支
部+合作社+农户”的引领机制，发展
甜 叶 菊 1 万 亩、旱 稻 3000 亩、大 豆
1500 亩、万 寿 菊 500 亩、水 稻 7000
亩。杜文义感慨地说：“以前靠经验
种地，现在浇水、施肥、打药样样都讲
科技，还要紧跟国家政策形势、补贴、
市场信息，不仅要讲究高产、稳产，还
要重视绿色有机。”在他看来，现在他
的种地生涯正在面临一个新的节点：
要走出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

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杜文义和五道河子村的农业转型

之路，是扎赉特旗农业供给侧改革驶
入快车道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作为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现代农业改革
与建设试点旗县，扎赉特旗积极推进
结构调整，通过政府引领、政策扶持、
大户带动等措施，在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经营推动下，现代农业加快发展。

“近年来我们扎赉特旗持续不断
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以政策为
引导，以市场为导向，种植业逐渐由
粮食等传统农业向甜叶菊等经济作
物特色产业发展。”扎赉特旗政府副
旗长刘海涛说，去年，扎赉特旗种植
业结构调整‘3666’计划全面完成，玉
米种植面积调减至 302 万亩，发展绿
色水稻 65 万亩，杂粮杂豆 80 万亩，特
色作物 60 万亩，其中，甜菜和甜叶菊
18 万亩，旱作水稻 1 万亩，粮食产量
稳定在 35.3 亿斤。

今年，扎赉特旗继续围绕“稳粮
增经扩饲草”进行结构调整，重点发
展“两稻两甜”，种植水稻 80 万亩、旱
作水稻 10 万亩、甜叶菊 12 万亩、甜菜
10 万亩。

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扎赉
特旗正在积极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
加快土地流转，推进农业生产规模化
和产业化。

“现代农业发展，规模化和集约化
是第一步，目前全旗 575 万亩土地，通
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已经有
200 万亩土地进行了流转，这为农业
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和未来的科技化、
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刘海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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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牛之乡牛气冲天一个“转”字富了农业

2017 年实现全程水稻机械化收割。 白玉亮 摄 扎鲁特旗肉牛养殖合作社。

扎赉特旗绰勒银珠米业鱼稻共养喜获丰收。 白玉亮 摄

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农民尝
试机械春播生产。 （资料图）全程机械化操

作。白玉亮 摄

扎鲁特旗以前的散养牛。（资料图）

科尔沁
牛业肉牛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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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峰肉牛
交易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