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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肉牛繁育基础夯实肉牛繁育基础 寻求育肥加工突破寻求育肥加工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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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通辽市科左后旗组织开展了一次“肉牛产业高质量发

展现场观摩会”，旗主要领导，旗农牧、财政、发改、林草、乡村振兴、

经济合作与金融服务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及各乡镇苏木场党委书记

悉数到场。舍饲高效养殖、优质牧草种植、自繁自育、散栏育肥、集

体育肥等13个肉牛产业发展典型实景展示。大家边走、边看、边点

评，找不足、赛成果、比措施，直击要害问题现场解决。

“我们组织这样的观摩会，就是要深入落实通辽市建设‘全国肉

牛产业第一重镇’的发展定位，发挥科左后旗在肉牛产业发展中的

核心优势，为打造标准化模式化养殖示范旗立标杆树样板。”科左后

旗委书记解春贺说，今年，全旗要在抓实肉牛繁育、拓展育肥和屠宰

加工链条上下功夫，努力提升肉牛品种质量、发展标准养殖、强化优

质饲草保障、健全社会服务体系，确保全旗肉牛存栏稳定在 100万

头左右，把肉牛产业真正打造成富民强旗的主导产业。

近年来，通辽市依托农牧结合优势，围绕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

品生产基地战略定位，全力发展肉牛产业。通过建基地、育品牌、

带农户、补短板，全力推进肉牛全产业链集群化发展，形成了政策

促动、项目拉动、示范带动、品牌驱动整体发力，扩群增量、提质增

效同步推进，农牧循环、绿色发展协同共创，龙头企业、全产业链相

互支撑的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2022年，全市牧业年度牛

存栏 367万头，出栏肉牛 100多万头，8家规模化肉牛屠宰加工企

业年屠宰能力达到 100万头，年产牛肉 20万吨。种质资源、养殖

规模、交易数量、品牌价值、服务体系等各项主要指标位居全国地

级市前列。

2022年 12月 25日,通辽市委六届四次全体会议暨全市经济工

作会议提出，到2026年全市肉牛产业要形成产值超500亿元的产业

集群，实现全国地级市肉牛数量第一，向综合效益第一跃升。2023

年制发的《2023年通辽市推动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提出，

要聚焦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全面推动“五大任务”见行

见效，坚持富民产业定位和全产业链发展方向不动摇，着力优化布

局、稳量提质，突出龙头带动、项目引领，强化政策扶持和科技创新，

集中突破深度育肥瓶颈，全力补齐屠宰加工短板，加快建设全国肉

牛产业第一重镇。3月 21日，自治区党委常委、通辽市委书记孟宪

东在市委召开的重点工作双月述评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肉牛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夯实肉牛繁育这个基础，寻求育肥和屠宰加

工两个突破。”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通辽市坚持以集群化发展为导向，全流程

谋划产业布局。成立市旗两级肉牛产业发展领导小组，设立肉牛产

业办公室，配备工作专班，做到层层有人抓、有人管。聘请专业规划

公司和专家团队高标准编制肉牛产业发展规划，相继出台牛产业发

展指导意见、行动计划、扶持政策、肉牛保险、金融服务“1+4”政策文

件，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明确发展定位，逐级细化目标任务，挂图

作战，确保工作落实落细，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市财政每年安排预

算资金1亿元，整合项目资金3亿元扶持牛产业做大做强。金融机

构推出肉牛产业信贷产品近50个，形成信用、抵押、担保等多种信贷

模式，全市每年肉牛产业贷款余额可达180亿元以上。

动力与政策同行，成就与梦想同在。通辽市以标准化养殖为

支撑，全过程提升饲养水平。制定并推广《科尔沁肉牛品种要求》

等 28项地方标准和科尔沁肉牛“蒙”字标标准。在全国率先建立

了肉牛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开创了“互联网＋肉牛”产业新形态，

建立了牲畜无规定疫病区，形成了防治结合、四级联动的兽医防

治体系。

坚持农牧结合、为养而种的农牧业发展思路，以国家粮改饲、优

质高产苜蓿、退耕还草、植被修复、奶业振兴等项目为依托，引导养

殖场（合作社、户）在高产农田发展连片全程机械化青贮种植。年种

植青贮500万亩以上，人工种草保有面积100万亩以上，秸秆饲料化

利用率超过70%，粗饲料总供应能力2400万吨，市场化南贮北调运

储机制基本形成，实现了种养循环、绿色发展。

积极推进规模化经营，引导扶持养殖企业新建或改建起点高、

规模大、配套设施齐全的人畜分离示范性规模育肥牛场。探索推

广村外建舍、集中养殖、人畜分离模式，通过入股合作、托管饲养、

“合作社+基地+品牌”、综合服务等经营方式，带动产业快速发

展。目前，年出栏万头以上规模场 3个、千头以上规模场 37个、百

头以上规模场1396个，规模化以上育肥牛场年出栏育肥牛达到40

万头。 （郭洪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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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辽市地处科尔沁草原腹地，既是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之一，又是世界肉牛黄金养殖带，享有“内蒙古粮仓”和“中国草原肉牛之都”等美誉。全市农作物
播种面积2215.9万亩，草原面积3487.7万亩，有利的自然优势和气候条件使该市具有发展肉牛全产业链的区域优势和产业基础。

走进开鲁县吉日嘎郞吐镇金牧养殖场，10栋标
准化圈舍一字排开，圈舍内外，成群的西门塔尔牛膘
肥体壮。

养殖场负责人牧仁一会儿清理草料，一会儿照
顾小牛犊，忙得不亦乐乎。牧仁10年前开始养牛，通
过自繁自育，牛群逐年扩大，牛存栏从当年的七八十
头繁殖到了如今的800多头。养殖场还聘请了专业
兽医和专职“接生员”“饲养员”。

“一年能卖 200多头小公牛，收入 240多万元。
卖了小公牛，再买200多头小母牛，慢慢扩大养殖规
模。”牧仁的自主养牛闯出了富裕路，其养牛模式得
到了当地相关部门的认可，也带动了当地农民养牛
致富的积极性。

近两年，吉日嘎郞吐镇畜牧业发展以人畜分离
小区建设为主，饲养模式由粗放型向科技型转变，管
理方式由“一家一户”向“一村一品种至少一小区”转
变，并把养牛业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引擎，着力推
进养殖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发展，带领全镇百姓
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截至目前，全镇共审批11个养
殖小区，其中投入使用的小区7个，牛存栏4800头。

吉日嘎郞吐镇副镇长高金保表示，力争到2023年
底，11个小区圈舍全部建设完成，牛存栏总量达15000
头。以11个小区为主，逐步形成具有吉日嘎郎吐镇特
色的万头养殖基地，采取合作共赢、托管代养、入股分红
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增加农户收入，将规模化、集约化、标
准化的技术成果实实在在地转化成老百姓增收致富的

“聚宝盆”。 文/图 郭洪申 胡建华 吕志敏

金牧养殖场。

赶着牛群奔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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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活牛超市”第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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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科左后旗巴胡塔苏木百兴吐嘎查，一种

蓝底白字的招牌随处可见，上面清晰地标明了牛

的种类、存栏数和当天的价格，整个村子看起来就

像一个卖牛的超级市场。

据了解，百兴吐嘎查号称全国“活牛超市”第

一村，这里共有178户居民，其中常住134户，“活

牛超市”就有 66 家。2022 年，全嘎查共计养牛

5600多头，100头以上 11户，30至 100头占养殖

户85%以上。

百兴吐嘎查依托黄牛产业，着力推广“活牛超

市”模式，培育壮大“牛经纪人”队伍，搞活黄牛交

易，辐射带动更多农牧户进入产业链增收，“牛”已

然成为了当地的一张名片。

包刚就经营着一家“活牛超市”，2018年，包刚

开始跟随“明星”经纪人红石学习养牛，经过几年的

学习与摸索，包刚如愿以偿成为一名“牛经纪人”。

包刚家养了160多头牛，每天晚上一有时间，他就

拿着手机进行直播，牛也成为了“网红”。2022年，

经他手卖了300多头牛，收入60万元左右。

百兴吐嘎查党支部书记苏木勒介绍说：“我们

的牛销往黑龙江、河北、河南、陕西、新疆等地，

2022年，受新冠疫情影响，销售量不到 8000头，

每头牛出栏均价 6000 元左右，净利润约 2600

元。现在我们通过网络平台直播卖牛，300公里

以内可免费运送。”

随着牛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家家户户养牛

的头数也越来越多，2020年，投资 450万元的养

殖小区建成，实现了“牛出村树进村”，改善了嘎查

的环境卫生。目前，养殖小区有1000多头牛。农

户自愿将自家的牛集中放到养殖小区统一饲养、

统一管理，每年只要为每头牛交 80元租金即可。

这笔资金用于村集体经济，不仅带动了更多人增

收致富，还扩大了黄牛交易规模，实现全国之内买

卖互通，助力乡村振兴。

(郭洪申 赵文嘉)

百兴吐嘎查“牛经纪人”海山用快手卖牛。
鲍庆胜 摄 胚胎移植牛犊陆续降生

……

……

近日，扎鲁特旗巨日合镇彦学养殖场的第一批德
系弗莱维赫良种胚胎移植牛犊陆续出生，它们毛色光
亮、体格健壮，工作人员正精心呵护着这些宝贝。

2022年，彦学养殖场与神泉太平洋（内蒙古）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引进德系弗莱维赫良种胚胎
移植技术，对41头基础母牛进行胚胎移植。目前，养
殖场已陆续出生了4头牛犊，它们个个活蹦乱跳，发
育良好。

望着茁壮成长的小牛犊，养殖场管理员张文涛喜
滋滋地介绍道：“眼前的这些胚胎移植牛犊形体跟普
通牛犊还是有差别的，它们刚出生的时候毛色好、耳
朵长，骨架也大。第一批临产的有10头，现在已经生
了4头，剩下的分两个批次陆续生产。”

据了解，运用胚胎移植技术繁育纯种西门塔尔
牛不仅有利于母牛遗传资源的高效利用，加快遗传
进展，还可以降低胚胎生产成本，丰富本地种群结
构，对牛产业健康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目前，彦学养殖场存栏乳肉兼用的西门塔尔牛
240头。张文涛表示，下一步，养殖场将逐步运用胚
胎移植技术进行纯种西门塔尔牛的育种工作，培育
一批核心牛群，示范和带动更多农牧民嵌入肉牛产

业链条，增加养牛收益。
扎鲁特旗始终坚持把肉牛养殖作为农牧民增收

致富的强劲引擎，以“做精、做专、做长”为着力点，通过
“政府主导、合作社带动、养殖户参与、规模化发展、标
准化养殖”的工作思路，推广应用肉牛品种改良、肉牛
育肥、优质牛犊培育等关键技术，鼓励引导农牧民在

“养”上用心思、集中精力养好牛，全力推动牛产业发
展提质增效。 文/图 郭洪申 白敖敏 青格乐

张文涛精心呵护胚胎移植牛犊。

看到棚舍里新购买的 50 头牛，孙辉满脸的

喜悦：“多亏信用社的贷款，要不然我不能有这么

大的规模！”

科左后旗甘旗卡镇养牛户孙辉，原来养了60

多头牛，资金占用量大，想再扩大养殖规模压力

很大。正在他发愁之际，旗信用联社营业部主动

上门对接，孙辉通过“草原肥牛贷”贷款 80万元，

从提交申请到贷款到手仅用1天时间。

年初以来，科左后旗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加

大肉牛金融产品投放。旗信用联社研发“草原

肥牛贷”“活体抵押贷”等多款信贷产品，特别是

针对信用记录好的农牧户和企业，通过下调贷

款利率、上调授信额度、优化贷款流程、简化贷

款手续等方式提供信贷支持。1至 4月末，全旗

信用联社肉牛产业贷款余额达 23.66 亿元，扶持

养殖户 2 万户，肉牛产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

5.86 亿元，增速 32.92%；扶持养殖户增加 1714

户，增速 9.4%。肉牛产业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

62.28%。

“牛产业金融服务中心”是中国银行通辽市

分行在科左后旗成立的全国首家牛产业金融服

务机构。该行推出的“惠牛贷”业务，手续简便、

利率低、贷款期限灵活，为肉牛养殖户解决了发

展“瓶颈”。今年 1至 4月末，“惠牛贷”存量余额

1.1亿元，累计投放 3.9亿元，支持农牧户 3000余

户。

农行科左后旗支行推出“智慧畜牧贷”，今

年初为养牛企业发放了全市首笔贷款 5000 万

元。1至 4月累计投放了“惠农 e贷”5.35 亿元，

为2891户养牛户提供金融支持。

截至 4月末，全旗各金融机构共有线上、线

下牛金融产品 19个，各金融机构为牛产业贷款

39.33 亿元，惠及 38457 户养牛户及合作社。

文/图 郭洪申 刘颖

养牛户排队申请“草原肥牛贷”“活体抵押贷”。

肉牛产业插上“金”翅膀
……

……

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牛
……

……

近年来，扎鲁特旗嘎亥图镇把牛产业作为加快
乡村振兴、实现富民增收的支柱产业，有效合理利用
本地资源，大力发展以家庭牧场、专业合作社和养殖
大户为主体的规模养殖形式，引领全镇牛产业稳步
发展，让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牛。

吴海林是嘎亥图镇尼玛拉吉嘎查牧民，也是远
近闻名的养牛大户。“过去，传统种养业就是种玉米、
养羊，一年下来收入寥寥无几。后来，根据草场情况
和市场发展趋势，积极响应旗里‘减羊增牛’政策，将
羊全部出栏发展养牛。去年，我出栏牛犊56头，每个
牛犊差不多卖到了 15000元。比起养羊的时候，经
济效益明显提高，这样更加坚定了我们保护草场、发
展养牛的信心。”吴海林说。

吴海林还十分注重黄牛改良工作，积极参加旗农
牧业部门举办的母牛冷配技术培训等，掌握冷配技术
后，他自己给母牛进行冷配，把母牛犊留下来，这样，
他家的牛品种越来越好，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益。

目前，吴海林家有130多头全部经过品种改良的
西门塔尔牛，他家牧场达到了现代化示范家庭牧场
标准，成为黄牛改良典型示范户，家庭年均纯收入已
达到70万元左右。

“目前，我们已经累计发放牧业贷款近 3000万
元，培育种养殖合作社 65家、生态家庭农牧场 102
家。全镇165个改良点黄牛冷配1.89万头，改良率达
到了百分之百。”嘎亥图镇副镇长袁浩介绍说，现在，
该镇养殖50头牛以上养殖户达300户，100头牛以上
养殖户增至82户，在种养结合产业结构“双轮驱动”
下，全镇农牧民收入大幅提升，14个嘎查村集体经济
收入达到了10万元以上。 文/图 郭洪申 白敖敏

吴海林给牛犊喂饲料。

成峰牲畜交易市场成峰牲畜交易市场。。 王晓博王晓博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