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旗县融媒
执行主编：韩继旺 责任编辑：徐跃 版式策划：纪安静 制图：安宁

2024年4月10日 星期三 7

【一线】

【图见】【乡音】

阿鲁科尔沁旗

天气渐暖，春羔生产进入高峰期和关键
期，兴安盟扎赉特旗养殖户们忙着搬运饲
草、清理棚圈，迎接一个个小羊羔的到来。

在图牧吉镇靠山嘎查村民夏远海的羊圈
内，新生的萨福克羊羔活蹦乱跳、肥壮可爱，
细嫩的“咩咩”声此起彼伏。

活力满满的小羊羔对于养殖户而言是一
年增收的希望，忙着为产羔母羊添加饲料的
夏远海停下手中的工作，美滋滋地算了一笔
收入账：品种改良后的萨福克羊从出生到出
栏只需要 40天的养殖时间，喂养到 30斤左
右就可以卖到 500-600元。“与本地羊相比，
这些品种羊出栏周期短、成活率高、喂养成
本低还不愁卖，每只羊的收益能高出 200
元。”夏远海说。

近年来，扎赉特旗通过普及人工授精技
术，大力推广良种母畜覆盖率，降低仔畜死
亡率和畸形率，有力推动传统养殖方式的转
型升级。

看到夏远海舍饲养殖的品种羊有这样好
的经济效益，周边养殖户也纷纷加入到品种
改良、舍饲养殖的行列，同村的金成就是其
中之一。

“虽然春季接羔特别辛苦，但是看着这
些小羊羔心里特别高兴。这两年我也改良
了品种，这种羊吃得少、长得快，得羔率还
高，卖得比普通羊价位高，对老百姓来说，收
益增加很多。”金成家接羔保育工作非常顺
利，由于饲草料准备充分，膘情好，死亡率
低，今年已接羔羊70余只。

自春季接羔保育开展以来，扎赉特旗利
用养殖大户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养殖户发展
舍饲养殖，加快本地羊品种改良步伐，同时
做好动物防疫、科学饲养等工作，提高肉羊
良种覆盖率，确保“规范接羔、科学育幼”。

这几天，阿拉达尔吐苏木巴彦敖来嘎查
改良员王吉日木图格外忙碌，在查看羊羔健
康状况、指导合理搭配饲草料的同时，还要

为养殖户提供科学的改良技术。“为了提高
肉牛肉羊的收益，增加牲畜数量，促进农牧
民增收致富，我们经常入户指导，帮助他们
进行品种改良。”王吉日木图说。

“在全力做好接羔保育期间的服务保障
工作的同时，我们通过开展牲畜饲养管理、
饲草青贮转化、棚圈建设等实用技术培训与
服务，加强改良力度，切实提高仔畜成活率，
促进农牧民增收。”阿拉达尔吐苏木副苏木
达刘萨日娜说。

走进位于扎赉特旗的内蒙古杜美牧业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养殖区，刚刚出生不久
的兴羔肉羊小羊羔撒欢奔跑。工作人员为
它们称重，详细记录着它们成长的每一个
过程。

自2010年起，内蒙古杜美牧业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和自治区科研团队紧密合作，开始
进行本地羊育种科研，通过改良杂交、提纯
选育、横交固定，培育出了适应本地区舍饲

养殖的兴羔肉羊新品种。
“兴羔肉羊具有适合舍饲多胎的特点，

平均产羔率能达到 284%，农牧民经济效益
明显增加，扣除饲养成本，养 10 只可增收 2
万元左右，目前扎赉特旗兴羔肉羊推广数量
在10万只以上，能够有力推动扎赉特旗肉羊
产业向舍饲、半舍饲转变。”内蒙古杜美牧业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学文说，公司正
在继续对兴羔肉羊新品种进行选育，计划推
广数量达到5万只。

为做好春季接羔保育工作，今年，扎赉
特旗提前部署，早定举措，以良种繁育为根
本、技术指导为支撑、增强保障为依托，多措
并举确保春季“接羔保育”工作顺利完成。
截至目前，扎赉特旗大畜产仔 3.48 万头，同
比增长 8.43%，小畜产仔 81.47 万只，同比增
长 7.2%。改良配种大畜产仔 1.94万头，同比
增长 3.76%，小畜产仔 5.82 万头，同比增长
2.41%，仔畜成活率达到96%。

品种改良见成效品种改良见成效 养殖收入步步高养殖收入步步高
□本报记者 高敏娜

□本报记者 刘宏章 实习生 王晓春

四月的阿拉善戈壁草原万物复苏，享有“中国驼
奶之乡”美誉的阿拉善右旗迎来骆驼产羔高峰期，牧
民养驼户家家户户都忙着接春羔，一手抓养殖，一手
抓生产，忙碌并快乐着，随着驼圈里一只只可爱小

“萌”驼的出生，为巴丹吉林沙海戈壁带来无限生机和
活力。

走进阿拉善右旗巴彦高勒苏木苏布日格嘎查养
驼牧民黄培智的驼圈，他正在忙着给刚下羔的母驼和
待产的母驼添加饲草料，查看前两天降生的驼羔吃奶
的情况。

“入春以来，我家母驼已经产了70多峰驼羔，今年
预计产羔 160峰左右，4月中下旬骆驼产羔季节就结
束了。”黄培智说。

黄培智是当地的养驼大户，2018年，他抓住骆驼
产业发展的有利时机，成立合作社，驯化母驼进行挤
奶，刚开始只有十几峰挤奶母驼，通过几年发展现在
挤奶母驼达到了 170峰，去年交了 50多吨驼奶，收入
翻了几倍，年收入达到了180万左右。

这段时间，阿拉善右旗阿拉腾朝格苏木也进入了
骆驼接羔保育关键期，在该苏木呼和乌拉嘎查养驼户
刘怀新家的驼圈里，驼羔依偎在母驼的身旁，时而吃

奶、时而撒欢，活蹦乱跳煞是可爱。今年是牧民刘怀
新从事驼产业的第5个年头，骆驼存栏量200多峰，母
驼有近100峰，眼下他正忙着接驼羔，并对部分奶驼进
行驯化。

据刘怀新介绍，今年春天他家接了80多峰驼羔，
在产业政策支持下，他家所有挤奶母驼都购买了骆驼
养殖保险，保险公司及时对因病意外死亡的几只驼羔
进行了赔付，降低了损失，给他吃下定心丸。

“这几年我通过养驼走上致富路，现在家里的骆
驼数量有200多峰，有这样的好生活离不开党的好政
策支持，银行贷款也很方便，现在雇了4个工人，一年
能交近50吨驼奶，加上卖出去一部分驼羔，一年下来
纯收入能有50万左右。”刘怀新笑容满面地说。

据统计，截至3月底，阿拉善右旗已接驼羔14670
峰，预计今年接驼羔2万峰以上。

阿拉善右旗作为阿拉善双峰驼核心区，近年来，
该旗以聚力打造“重要的驼产业集散中心”为目标，全
旗驼产业年产值达到3.28亿元，年收入100万元以上
的养驼大户、骆驼养殖专业合作社达到90多家，3000
余名农牧民在“家门口”就业，占农牧区总人口三分之
一以上，骆驼产业已经成为当地农牧民增收致富的重
要途径。“为提升骆驼产业发展水平，使阿拉善右旗骆
驼产业向着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的全产业链方向
发展，阿拉善右旗计划投资16.5亿元建设阿拉善现代

骆驼产业园，目前产业园已在巴丹吉林镇开工建设，
项目建成后将推动‘驼产业集散中心’提档升级。”阿
拉善右旗农科局副局长、乡村振兴局局长魏银鸿说。

春季正是畜牧业生产的关键时期，关系到广大农
牧民群众能否保持持续稳定增收。“为做好接羔保育
工作，我旗早行动、早安排、早部署，调运饲草 6000
吨，在各苏木镇开展动物防疫和诊疗技术培训，确保
新生羔的健康，同时加强畜群管理，增加保羔率。”魏
银鸿对记者说。

据介绍，为了让养驼户接羔保育工作顺利进行，
阿拉善右旗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专业技术人员 24
小时接听求助电话，实时待命，随时出诊接生，力求第
一时间了解接羔情况，对出现的问题情况给予解决，
为新生命的诞生保驾护航。3月 1日起，该旗组织各
苏木镇调度统计骆驼流产情况，并对流产物进行采样
检验，有针对性地解决骆驼流产问题，最大限度减小
农牧民群众经济损失。

与此同时，该旗开展接羔保育专业知识宣传与技
术指导，教育引导农牧民群众科学接生，并通过下乡
走访、入户调查等，向农牧民群众详细讲解保育技术、
疫病防治等方面专业知识，提供产后母畜和羔羊的饲
养管理、饲草料配比、仔畜常见病防治等方面技术指
导，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农牧民接羔保育技术，确保
仔畜成活率。截至目前已开展入户宣传指导10余次。

驼羔保育正当时 托起增收新希望

阿拉善右旗

扎赉特旗

乌拉特后旗

察右中旗

□本报记者 薛一群
库伦旗融媒体中心记者 曲芊诺

“春季主要做好牛羊的驱虫和防疫，
才能保证产好犊，老百姓养牛养羊，全靠
牛犊羊羔赚钱。”通辽市库伦旗瀚升畜牧
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福才说道。

眼下正值接羔保育繁忙期，一大
早，库伦旗科协志愿服务队和库伦旗瀚
升畜牧服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便驱
车前往库伦镇下养畜牧西嘎查，联合开
展犊牛疾病防治技术指导和肉牛防疫
接种服务，对养殖户进行规范接羔、科
学育幼指导。

“今天的这个服务挺好，既给我们宣
传养殖技术，又给我们防疫，我挺满意
的。”养殖户哈斯额尔敦为工作人员的贴
心服务点赞。

库伦旗科协科普部负责人李志鹏介
绍：“不同季节的科普宣传、技术指导有不
同的侧重，春季是牛羊的繁育期，我们现
在主要针对母牛的保育、犊牛驱虫防疫等
方面开展服务，帮助养殖户增产增收。”

农牧民养殖增收，优质种源是关
键。在库伦旗茫汗苏木胜利嘎查养殖
户白音宝力高家的棚舍里，一头头小牛
犊活蹦乱跳、肥壮可爱。

“我们家牛都是改良牛，已经改良
到四五代了，改良牛比本地牛体重更
重，价钱也更高，家里现在有四五十头
基础母牛，预计一年产犊30余头，现在
已经陆续产牛犊 20头，我打算继续改
良，把牛养好。”白音宝力高笑着说。

自 2018年开始，白音宝力高每年
都会登记家中新生产牛犊的肉牛系谱
信息，为接下来肉牛改良繁育提供基础
数据，避免近亲繁育，牛犊也能卖上好
价钱。

接羔保育工作是畜牧业生产的关
键环节，也是养殖户全年增收致富的主
要渠道。近年来，库伦旗农科局、科协
等部门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引导畜牧服
务公司做好养殖技术服务指导，坚持品
种改良和扩群提质，持续提升肉牛产业
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据了解，目前全
旗肉牛存栏达 45万头，仔畜存活率达
85％以上。

养殖技术送上门库伦旗 “菜单式”服务保生产
本报鄂尔多斯 4月 9日电 （记者 王玉

琢）牧 草 尚 未 完 全 返 青 ，活 蹦 乱 跳 的 小 羊
羔“咩咩”声，让鄂托克草原充满了生机与
希望。

当下正是接羔生产的高峰期和关键期，鄂
托克旗农牧业技术员以全程“菜单式”服务护佑
小羊羔健康成长。该旗农牧技术推广中心的科
技特派员乌兰其其格和同事来到阿尔巴斯苏木
乌兰乌素嘎查牧民国庆家进行技术指导。走进
国庆家的接羔暖棚里，20多只小羊羔和羊妈妈
被安排在暖意融融的“小雅间”里，惬意地吃着
奶。国庆告诉记者，“通过接受产业指导和培
训，我家产羔率从 3年前的 80%提高到现在的
130%，今年接了200只羊羔，看着这些小羊羔心
里别提多高兴了。”

据悉，鄂托克旗投入 6亿元本级资金，全力
推动农牧产业组织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
发展，组织 18名市级科技特派员、56名产业指
导员以及 6个农牧技术团队、50余支社会化服
务队，面向养殖合作社和养殖户提供品种繁育
和改良、疫病防治、饲料供应、养殖技术等全程

“菜单式”服务。

接羔育幼喜滋滋
本报乌兰察布 4月 9日电 （记者 郭奇

男）四月的察右中旗库伦苏木草原，牧民们忙着
接羔育幼，开启了一年忙碌而喜悦的时光。

走进察右中旗库伦苏木，牧民苏依拉图家的
羊舍里暖意融融，成群的小羊羔肥壮可爱，一会儿
跳跃撒欢儿，一会儿又簇拥在一起享受春日里的
暖阳。此起彼伏的“咩咩”声不绝于耳，好不热
闹。“今年2月开始接羊羔，还有双羔，母羊奶水足
够，也不用人工喂养，我家今年预计接羊羔200多
只，还有四五头小牛犊。”苏依拉图喜滋滋地说。

为迎接小羊羔的到来，苏依拉图准备了
600捆饲草，因初春以来出现降雪、降温天气，
他家的牲畜早早便开始了圈养。眼下，为了让
小羊羔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苏依拉图准备
再购买一些饲草。

近年来，察右中旗把接羔保育工作作为转
变生产经营方式和增加牧民收入的重要举措来
抓，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及动物疫病监测和
防控，有效增强了畜牧业防灾减灾能力。截至
目前，今年接羔季全旗共接产仔畜60.7万头只，
其中羊出栏120万只，牛出栏3万头，大小畜成
活率达到98.55%。

□本报记者 李玉琢 通讯员 孙凤军

春日正暖，呼伦贝尔农垦上库力农
牧场有限公司迎来了接羔保育的繁忙
时刻。

走进上库力农牧场公司第五连（队）
职工赵红国家的标准化圈舍，远远地就
听到了“咩咩”的叫声。一只只新生的小
羊羔，有的四处撒欢、活蹦乱跳，有的相
互依偎在一起，有的蹦蹦跶跶地跟在羊
妈妈后面，充满活力与生机。

完善的基础设施、充足的饲草料以
及精心的饲养，使得赵红国家母羊体膘
好，羔羊健壮，成活率也很高。“我们家现
在一共养了 330只基础母羊，已经大概
下了 240 只羔子，还有 90 只待产的母
羊。一到每年接羔的时候，连队的兽医
就会到我们这里来，帮我们在疾病预防、
饲养管理等方面做技术指导，今年预计

能产羊羔350只左右。”忙着给母羊添加
草料的赵红国说道。

为提升羔羊成活率，上库力农牧场
公司早做准备，组织畜牧专业技术人员
深入基层养殖户家中，针对母畜的圈舍
保暖、疫病防治、饲养管理等方面提供技
术指导。在赵红国家的羊圈舍里，畜牧
工作人员正在查看小羊羔的生长情况，
给赵红国讲解规范接羔、科学育幼的技
术要领。

近年来，上库力农牧场公司紧紧围
绕优势特色产业发展要求，立足地区羊
产业现状和发展优势，以公司带动合作
社、庭院经济等方式，多措并举推进冬春
羔生产和规模化养殖工作，探索建设肉
羊标准化养殖体系，促进地区肉羊产业
高质量发展，带动职工群众增收致富，助
力乡村全面振兴。截至目前，公司大小
畜产仔约 6.5 万余头只，仔畜成活率达
95％以上。

上库力农牧场接羔忙

春暖接羔保育忙
本报巴彦淖尔 4月 9日电 （记者 薄金

凤）4月 8日上午，乌拉特后旗潮格温都尔镇哈
日朝鲁嘎查牧民格日乐哈达正在暖棚羊舍里忙
碌着，看到主人把饲草料填进食槽，小羊羔争先
恐后赶过来“抢食儿”。

“这段时间，我们已经接了十几只春羔了，
随着气温转暖，羊羔的成活率提高了不少。”格
日乐哈达一边给羊羔喂料一边说道。

完善的基础设施、充足的饲草料，为格日乐
哈达做好今年的接羔保育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他家有近300只羊，基础母羊120多只，预
计今年能接100多只羊羔。

有近30年养羊经验的格日乐哈达，去年仅
养殖收入就达十几万元。按目前的市场价计算，
1只羊羔出栏能卖300元到500元左右，每成活1
只羊羔，就能给家庭带来一笔不错的收入。

接羔保育不仅决定着农牧民一年的收入，
还关系到当地畜牧业的稳定发展。去年冬天以
来，乌拉特后旗牲畜产仔约26.5万头只，大小畜
成活率 98.44%。春季是牲畜疫病和寄生虫病
高发期，昼夜温差变化大。该旗积极引导农牧
民做好圈舍日常管理、动物疫病防控等，有效提
高接产工作的安全性和繁殖母畜的保膘工作。
目前，该旗农村牧区牲畜接羔保育工作进展顺
利，畜牧业生产平稳运行。

【
集
市
】

【观察】

本报赤峰4月 9日电 （记者 肖璐）天气
渐暖，正值接羔保育关键期，在阿鲁科尔沁旗坤
都镇，初生的羔羊让草原充满生机与活力，牧民
尽享收获喜悦。

“咩咩咩……”翁根毛都嘎查额尔很巴雅尔
家里羊羔奶声奶气不绝于耳。“这是喊着叫你喂
奶呢。”额尔很巴雅尔和妻子分头行动，添饲料、
喂奶，虽然忙碌但对他们来说是一年中最幸福的
时刻。

今年，额尔很巴雅尔家里养了300多只基础
母羊，目前已接羔 200多只，预计 4月中旬完成
接羔工作。“我家从去年腊月就开始接羔，再有不
到一个月羊羔就全部出栏了。”额尔很巴雅尔美
滋滋地说。今年的接羔保育工作非常顺利，为减
轻夏季自然草场压力，他每年休牧前都会把当年
小羊羔全部出栏。

接羔育幼工作是畜牧业生产的关键环节，阿
鲁科尔沁旗依托现代农业肉羊产业化项目共建
成生态家庭牧场800多处，建设标准化棚圈5万
平方米、储草棚 4万多平方米，大大满足了存栏
家畜越冬度春需求，有效提高了牧业生产和防灾
抗灾能力。

截至目前，阿鲁科尔沁旗春季接羔保育工作
井然有序，已接活牛犊 5.56 万头，成活率达到
98%以上；接活羔羊 50.4 万只，成活率超过
99%。全旗母牛存栏数量32.1万头，肉牛冷配改
良积极提升，全旗已经完成冷配改良2.16万头，
人工授精技术实现了全覆盖，全旗改良技术员达
650名，配种记录及时全面。

大批“咩咩”来报到

额尔古纳市

春风送暖，一只只小羊羔、小牛犊陆续降生让
锡林郭勒草原焕发勃勃生机，预示着新一年的丰
收和希望。

记者走进锡林浩特市朝克乌拉苏木乌优特嘎
查牧民青格乐家，成群的小可爱们依偎在羊妈妈
的身旁，时而吃奶，时而撒着欢儿，肥壮又可爱。

由于青格乐家养殖的乌珠穆沁羊质量优，
2023年被锡林浩特市农牧和科技局评定为乌珠
穆沁羊核心群养殖户。如今，他家现养殖 300余
只乌珠穆沁优质基础母羊。

“3月我们接了 300多只羊羔，眼下也能歇一
歇了。”青格乐说。

近几年，青格乐逐步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一

方面，逐年减少牛羊群数量，摒弃数量取胜观念，
养殖数量保持在300只左右，既减轻了草场压力，
又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难题。

青格乐说：“去年我们家一次性淘汰掉200多
只老弱母羊，现在剩下的全都是筛选出来留作生
产用的优质基础母羊。”

通过几年的建设，他家现有储草棚1座、现代
化羊圈和牛舍各1座，此外，夏季草场上还配备了
太阳能抽水设备。

今年，锡林浩特市全力做好接羔保育工作，截
至目前，全市共接产仔畜56.38万头只，其中大畜
6.17 万头、小畜 50.21 万只，大小畜成活率达到
99.97%。

抚育新生命抚育新生命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巴依斯古楞 毕力格巴特尔毕力格巴特尔 摄影报道摄影报道

为牛犊投放饲料。

活泼可爱的小羊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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