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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新牧
□本报记者 周秀芳 巴依斯古楞 郭俊楼 闫晨光

花草的芬芳弥漫在碧绿的草原，洁白无瑕的云朵与悠闲漫
步的牛群相映成趣。穿行在锡林郭勒大地采访，记者看到该盟
实施的“减羊增牛”战略，正让草原增绿、牧业增效、百姓增收。

长期以来，畜牧业是锡林郭勒盟的支柱产业，但随着经济发
展步入新常态，锡林郭勒盟的畜牧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同时
也面临着草场压力剧增、环境约束趋紧、农牧民增收空间收窄等
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传统的畜牧业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困则思变。综合考虑市场需求、经济效益、生态保护、转
变生产经营方式等方面因素，2016年，锡林郭勒盟“减羊增牛”
战略应运而生，成为打破发展瓶颈，再造新优势的转折点。

思想变革

“又有一头小牛犊出生了。”记者一行在阿巴嘎旗查干淖
尔镇阿拉坦图雅嘎查的萨仁其其格家采访时，正值她家牛棚
迎来“新成员”。

细细摩挲着还站不稳的小牛犊，萨仁其其格满脸喜色。以
当时的行情，一头西门塔尔母牛犊能卖到9000元左右，公牛犊则
1万多元。去年她养牛100多头，光靠卖牛犊就收入40多万元。

而10多年前，萨仁其其格的生活可没这么富裕。
阿拉坦图雅嘎查处于浑善达克沙地边缘，生态环境脆

弱。受草场破坏、羊肉价格下跌等多重因素影响，牧民养羊的
利润空间越来越小，拼数量的传统养殖老路已经难以持续。“羊
吃不饱，500多只羊一年收入 5、6万元都挺费劲。”萨仁其其
格告诉记者，2008年，她的“养羊经”念不下去了。

这一年，萨仁其其格毅然卖掉了全部的羊，转为养牛。而
从“养羊”到“养牛”，养殖转型的不只是萨仁其其格。

正蓝旗那日图苏木高格斯台嘎查的牧民哈斯巴特尔是远
近闻名的养牛大户，因为最早引进良种牛进行改良，现在他家
里养殖了150多头西门塔尔牛。

“20多年前，草场沙化退化严重，草畜平衡失调。要保护
草场，又要养畜，就得想更好的办法。”哈斯巴特尔说，“减羊增
牛”是必须要走的路。1995年，哈斯巴特尔卖掉了自家的400
多只羊，开始养牛。多年来，他带领牧民改良和引进西门塔尔
牛，在不断试验中，牲畜数量下降了，草场的生态恢复了，牧民
的收入却越来越多了。

算账养牛，锡林郭勒盟牧民致富带头人总结了这样的经
验：1头牛和5只羊的经济价值相当。1头牛只有4条腿，且牛
卷着舌头吃草尖，不影响草的生长；5只羊有 20只蹄子，且羊
喜欢刨着草根吃，破坏草的生长。显然，养1头牛对草原的破
坏程度远低于5只羊，付出的辛劳也要少得多。

牧民们的实践为顶层设计提供了最好的参考。而“减羊
增牛”战略的实施，更是决策者深入调研的现实抉择——

从市场需求来看，牛肉是世界上消费人群最广的肉类食品，
预计到2020年，全国牛肉供给缺口将达到350—500万吨。

从经济效益来看，肉牛业是世界公认的朝阳产业，牛肉市
场价格相对稳定。

从生态保护来看，农牧户获得相同收益的前提下，养牛更
有利于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

从转变生产经营方式来看，畜牧业发展面临“减”“转”“增”
等多重挑战和机遇，到了非转不可的时候。

2016年，锡林郭勒盟《关于加快发展优质良种肉牛产业
的决定》和《锡林郭勒盟优质良种肉牛产业发展规划（2016-
2020年）》相继出台。一项项推进“减羊增牛”战略的举措也
渐次开花、梯次推进。

“畜”势勃发

“减羊”是去库存，“增牛”是补短板，而加快传统畜牧业
转型升级，不光体现在畜种群数量的一减一增上。

“‘减羊增牛’目的是为了精养优养，决不能丢了‘锡盟
羊’这个‘金字招牌’。”锡林郭勒盟农牧业局副局长哈斯海日
汗说。

羊要成为“精英”——
立足“苏尼特羊”“乌珠穆沁羊”“察哈尔羊”等地方优良

品种优势，大力实施品牌战略，打造“锡林郭勒羊肉”品牌，不
断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和附加值，实现优质优价。

牛要变成“新宠”——
大力发展优质肉牛产业，从引种、育种、扩繁、育肥、加

工、销售全产业链，到防疫检疫、质量追溯、检验检测、产品研
发、品牌建设等各环节，进行一体化运作，一二三产协同发
力，逐步建立现代优质良种肉牛产业体系。

“我们要努力把锡林郭勒盟建成国家级优质良种肉牛
繁育示范基地，打造成我国中高端生态畜产品之都。”锡林
郭勒盟委书记罗虎在说。

与此同时，一个个推进“减羊增牛”、少养精养的扶持政
策掷地有声。

2017年以来，锡林郭勒盟级财政安排专项资金 2.8亿
元，在良种肉牛引进、基础设施建设、贷款贴息等方面给予
了重点支持，共引进了优质良种肉牛5万多头，认定良种肉
牛核心群280个，年均完成黄牛改良75万头，良改比重达到
了98%。

阿巴嘎旗形成了“南牛北羊”的产业发展布局，以西门
塔尔牛、乌冉克羊为主的养殖业日趋显效。阿巴嘎旗农牧
和科技局副局长格日勒图介绍，2017年至今，该旗已发放
购牛补贴 1100多万，近两年安排肉牛养殖贷款近 5500万
元，目前共引进良种肉牛6200多头。

经过几年的努力，锡林郭勒盟羊存栏数逐年减少，良种
肉牛数量逐年提升。仅2018年，全盟牧业年度羊存栏数减
少121万只，牛增加22.6万头，全盟优质良种肉牛头数达到
161.58万头，新引进优质良种肉牛15674头，安格斯等高端
肉牛养殖规模达到6万头。

引进品牌加工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建立利益联结机
制⋯⋯从低端向高端，从难以预测的肉价波动到订单式的
养殖合作社经营模式，从粗放型到养殖专业化、生产标准
化、经营产业化、销售品牌化，锡林郭勒盟畜牧业发展“畜”势
勃发、“牧”歌嘹亮——

全盟引进发展了大庄园、羊羊牧业、台湾元盛、华润五
丰等多家大型现代化龙头企业，规模化畜产品加工企业达
到74家，精深加工能力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农牧业生产组织
化、集约化、品牌化实现新提高。

全盟规范化专业合作社和认定的家庭牧场分别达到
925个和1022个，锡林郭勒牛、锡林郭勒牛肉、锡林郭勒羊
等9个地标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与农牧民建立利益
联结机制的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94家，农牧民真正同龙头
企业等经营主体形成利益共同体。

绿富双赢

3月9日，初春的北京暖意萦怀。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
次会议第二场“委员通道”上，全国政协委员、锡林郭勒盟阿
巴嘎旗洪格尔高勒镇萨如拉图雅嘎查牧民廷·巴特尔向全
国人民报喜讯：“减羊增牛”让草场绿了、牧民富了。

“保护草场，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廷·巴特尔说，
为了引导牧民“减羊增牛”，他把家里所有财产抵押，并承诺

牧民，如果大家收入降低了，由他来赔偿。让他自豪的是，嘎
查年人均收入由 2002 年的 700 元提高到 2018 年的 18800
元。自从“做出样子”，很多牧民自愿到他家取经。“我每年要
培训上万名牧民，讲自己的做法，讲如何保护草原生态。”廷·
巴特尔说。

更为欣喜的是，通过“减羊增牛”，他所在的嘎查草场得
到了恢复，狐狸、獾子等野生动物也多了起来。到了夏天，许
多鸟儿到草原上繁衍生息。

只听阵风过，不见尘飞扬。前往阿巴嘎旗查干淖尔镇那
仁宝力格嘎查的嘎查长斯琴朝克图家，只见密实的沙草将昔
日裸露的沙地牢牢锁紧。

“自从小畜换大畜，利润、效益有了大幅提高，草场的压
力也小了，以前裸露的沙地现在能打草了。”斯琴朝克图
说。那仁宝力格嘎查有 73户牧民，2010年以前共养殖 2万
多只羊，近年来响应“减羊增牛”战略，嘎查养羊 2000多只、
养牛1800多头。

作为土生土长的牧民，斯琴朝克图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狍
子对环境很挑剔，以往很少出现在嘎查，而如今却多了起来。

在“减羊增牛”战略的助力下，锡林郭勒草原上不少退化
草场有了恢复绿茵的好趋势，曾经“面目狰狞”的沙地已变得

“温婉随和”。2013年-2018年，全盟平均草原植被盖度为
44.19%、高度为 26.37 厘米、产草量为 59.89 公斤/亩，较
2000 至 2010 年平均值分别提高了 3.84 个百分点、0.54 厘
米、20.31公斤/亩。2017年以来连续两年全盟天然草场载畜
量出现负增长。

“减羊增牛”带来的一个个收益，让牧民们看在眼里，喜
在心上。

锡林郭勒盟牧民新巴雅尔严格执行草畜平衡制度，每年
察哈尔羊存栏数控制在 100只左右，坚持人工授精配种，产
羔率达到150%以上，2018年人均纯收入达到8万元，并带领
嘎查牧民成立了察哈尔羊养殖合作社，进行牧业产业化经
营。

正蓝旗通过大力繁育良种肉牛、培育农牧民新型经营主
体、构建企业与农牧民利益联结机制等方式，探索出一条生
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畜牧业发展之路。

正镶白旗以“减羊增牛”为主攻方向，不仅恢复了草原上
的一派生机，许多农牧民还经营家庭牧场开展生态旅游和奶
制品、牛肉加工，让收入渐丰。

一个个变化成为梦想与发展交相辉映的时代注脚。锡
林郭勒盟“减羊增牛”战略的生动实践，正有力推动畜牧业高
质量发展，草原上呈现出一幅幅牧区新生活的壮丽画卷。

【记者手记】

深入锡林郭勒草原蹲点调研，广大牧区群众的理念之变
让人印象深刻。

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单纯依靠数量扩张、向规模要效
益的路子行不通了。破解“一羊独大”格局，实现草畜平衡，再
造发展优势，“减羊增牛”成为牧民们的现实选择，这亦是锡
林郭勒盟推动畜牧业转型升级的一剂良方。

“减羊”是去库存，“增牛”是补短板，一减一增间蕴含的
是锡林郭勒盟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理念。合理控制
羊的饲养规模，发展优质良种肉牛产业，锡林郭勒盟走上一
条精养少养、减畜增收、优质优价的现代绿色生态畜牧业发
展之路。如今，羊减少了、牛增多了，草场绿了、牧民富了，锡
林郭勒盟正实现生态与发展的共赢。

草原是锡林郭勒最宝贵的资源，绿色是锡林郭勒最亮丽
的底色。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发展现代畜牧业，一项紧迫任
务就是要保护和建设好这片大草原”的殷殷嘱托，深入贯彻
落实总书记对内蒙古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锡林郭勒盟
正倾力保护好绿色这一底色，发挥好绿色这一优势，打造好
绿色这一品牌，唱响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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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群里的头羊戴上了 GPS 定位系统。

锡林郭勒盟大庄园生态牛羊肉产
业示范园生产加工车间。

牧民家迎来新生牛犊

。

“洋牛”安格斯落户牧区。

锡林郭勒草原水草丰美

。

“减羊增牛”战略实现了草原生态局部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