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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改良奠定基础

1953 年，内蒙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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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1956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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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通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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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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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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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养殖壮大规模

谈到科学育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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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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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产业链经营提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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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赛牛业、谷润肉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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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峰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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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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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乘“互联网”连接大市场

通辽市积极探索发展“互联网+市场”
新兴业态，连接起了大市场。科左中旗成
峰牲畜交易市场是全国最大的肉牛交易
市场，年最大肉牛交易量 100 万头，并与全
国黄牛网实现对接，建立了电子网络交易
平台，年交易量 10 万头以上。“互联网＋市
场”“互联网＋畜牧”等新兴业态填补了国
内牲畜在线交易的空白。

除此之外，通辽市大力发展“互联网+
肉牛”，推广肉牛标准化养殖，打造极具市
场美誉度的现代化牧业。肉牛养殖标准
化，是指在肉牛养殖的各个环节严格按照
制定的标准操作实施，包括牛舍建设、肉
牛管理、饲料管理、防疫管理等。“科尔沁”
品牌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 2005 年就被
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建立并实施的 28
项科尔沁肉牛标准国内领先，并且连续多
年被选为特供产品优秀供货商。

借助互联网，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建
立了“肉牛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该系统覆
盖了整个肉牛产业，建立了通辽市肉牛数据
库，实现了活牛和产品质量可追溯，通过输
入产品追溯码、生产批号等产品的基本信
息就可以查询到产品的养殖作业、原料运
输、基地加工、成品运输各个环节。现追
溯肉牛达到 10 万头，极大地提升了当地牛
业在整个市场的美誉度和信誉度。

通辽市依托黄牛资源优势，在养殖模
式、产业布局以及市场领域践行绿色发展
新理念，正在走出一条牛气冲天的黄牛产
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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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辽市在
品种改良、科学养殖、全产业链经营方面下苦功，促进当地黄牛改良，实现规模化标准
化养殖，带动饲草、屠宰、加工、销售等相关领域的发展，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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