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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草原新牧歌

本报记者

陈发明

仲夏时节，走进甘肃

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便置

身一幅生态画卷中。巍峨神秘的马牙

雪山撞进眼里，一片山的青褐，一抹雪

的洁白；碧毯铺展的草原上，紫色的香

柴花成片绽放，山坡上的林木郁郁葱

葱；远远望去，悠闲信步的白牦牛和羊

群，宛如洒落其间的白珍珠。

正是放牧好时节！在天祝县赛

什斯镇土城村，曼拉加养殖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刘贵俊将自家的 100 多头白

牦牛和 300 多只羊赶进了草场。“现在

只有夏天 3 个月在草场里放牧，其余

时间都是圈养。”刘贵俊告诉记者，山

里草少，以前全年放牧，能养活的牲

畜不到 100 只。牛羊满山跑，冬天遇

上下雪，牲畜还有损失。

放牧时间虽然短了，刘贵俊家的

牲畜出栏量却多了。“全年放牧的时

候，冬天准备 1000 多斤青稞补饲就够

了，但是收入也少。”刘贵俊算着账

说，去年 9 个月时间圈养，光饲料钱就

花了 30 多万元，但是全年出栏 1000

多只牛羊。

在天祝县，很多牧民都像刘贵俊

一样，经历着“牧区繁育、农区育肥、

农牧互补”模式带来的变化。近 5 年

来，天祝县投入畜牧业发展资金 1.7

亿元，扶持培育农业龙头企业 40 家、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504 家 、家 庭 农 场

2787 家，累计建成养殖暖棚 2.8 万座，

夯实了草原畜牧业发展基础。

草原减负

天祝县地处河西走廊东端，祁连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连城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占全县国土面积的 64.4%，

生态地位极其重要。

据了解，草地是天祝县分布面积

最大的地表资源类型，但天然草原面

积只有 587.1 万亩，其中草畜平衡区

427.1 万亩，理论载畜量为 82.3 万个羊

单位，另有灌丛放牧林地 171 万亩，理

论载畜量 40 万个羊单位。这些天然

草地每年只能承载 122.3万个羊单位。

“除了草畜平衡区和灌丛放牧林

地，我们还有 30 万亩人工草地理论载

畜量 30.02 万个羊单位，农作物秸秆

饲料化利用量理论载畜量 20.26 万个

羊 单 位 ，全 县 理 论 载 畜 量 达 到 了

172.58 万个羊单位。”天祝县畜牧技

术推广站副站

长祁万祯说，2023 年全县实际载畜量

折合 163.07 万个羊单位，欠载 9.51 万

个羊单位，草畜保持动态平衡。

从实际情况看，天祝的畜牧业不

仅没有“超载”，还略有“富余”空间，

这得益于大力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

和推广“牧区繁育、农区育肥、农牧互

补”模式。

安维国的育肥养殖场建在天祝

县城华藏寺镇的一处郊区空地上，目

前存栏 600 多头牦牛。“这些架子牛都

是从牧区收购来的，如果只靠放牧，

牦牛长肉慢，3 到 5 岁的牦牛只有 200

多公斤。”安维国说，他每年趁着牦牛

膘情好的时候购进，育肥半年出栏，

牦牛体重能翻一番，达到 400 多公斤。

在安维国看来，舍饲育肥虽然成

本高，但见效快。“我用的饲料主要是

玉米、麸皮、秸秆和青贮饲草，一头牛

虽然每天有 16 元左右的成本，但是出

肉率远远高于放牧，半年就能出栏。”

安维国认为，将传统的粗放式放牧与

精细化的舍饲养殖结合起来，相当于

把牲畜对草原的消耗转移到了圈舍

内。不仅收益好，也能大大减轻草原

压力。

近年来，天祝县不断扩大饲草料

种植规模，燕麦草等饲草种植面积由

2005 年的 3 万亩扩大到 2023 年的 30

万亩，牧草良种率达 85%。全县农作

物秸秆产生量 18.3 万吨，饲料化利用

率达 72.6%。

前不久，天祝县入选全国草原畜

牧业转型升级项目县。据了解，天祝

县将围绕加强天然草原保护和修复、

建设高产稳产优质饲草基地、建设现

代化草原生态牧场及规模化养殖场、

建设优良种畜和饲草种子扩繁基地、

建设防灾减灾饲草贮运体系“五大体

系工程”进行科学布局。

随 着 项 目 的 实 施 ，预 计 到 2027

年，天祝县天然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将

由目前的 88.6%提高到 89%以上。

牧民增收

“ 以 前 很 多 群 众 不 愿 意 舍 饲 养

殖，一方面是因为放牧的传统，另一

方面是舍饲成本高、投入大。”天祝县

种畜繁育研究院副院长杨如杰分析，

既要保护草原生态，还要

保 障 牧 民 增 收 ，在

转 变 养 殖 方 式 的

同 时 ，需 要 想 办

法 拓 宽 群 众 增

收渠道，“天华肉羊”正是为此而育。

今年 3 月，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国

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鉴定通

过的一批新品种及配套系，天祝县

“天华肉羊”名列其中。这意味着兰

州大学与天祝县历时 15 年培育出的

我国首个适应高寒气候的肉羊新品

种有了“身份证”。

“天华肉羊以甘肃高山细毛羊为

母本、南非肉用美利奴羊为父本，兼

具两者优秀基因，适宜在北方牧区和

农牧交错区饲养。”杨如杰说，同等饲

养条件下，6 月龄的天华肉羊比原来

的 高 山 细 毛 羊 能 多 产 1 斤 毛 、20 斤

肉 ，基 础 母 羊 的 产 羔 率 能 达 到

135%。相当于一只商品羊比之前增

收 200 元 左 右 ，基 础 母 羊 可 以 增 收

900 元。

天祝县打柴沟镇多隆村的牧民

秦玉良是天华肉羊诞生过程的见证

者，也是受益者。“我有 1400 多只羊，

但是只有 2000 多亩草原。羊放到山

上吃不饱，就不好好长肉。搞舍饲养

殖，得有好品种。”秦玉良说，自 2013

年以来，他的养殖场一直参与天华肉

羊的改良扩繁，“这个品种体格大、出

肉率高、产毛多，而且双胎率也高，基

本上可以实现两年三羔”。

在圈舍内，秦玉良指着正在吃饲

料的一群天华肉羊说：“这是去年冬

天产的羔，7 个月时间，已经长到 60

多公斤，以前高山细毛羊的冬羔到这

个时节也就二三十公斤。以前一只

6 个月大的羊，能产 30 斤肉就是好羊

了，天华肉羊可以出 60 斤肉。你算算

这个账，增收明显不？”

近几年，天祝在全县进行天华肉

羊扩繁，目前新品种饲养量已达 40 万

只。“母羊好，好一窝；公羊好，好一

坡。”杨如杰告诉记者，天祝县由政府

买单，为群众的扩繁群免费提供种公

羊进行自繁自育。目前，天祝县在 19

个 乡 镇 组 建 天 华 肉 羊 扩 繁 推 广 群

308 群。

据了解，天祝县建立了“核心育

种场+育种扩繁场+扩繁群（户）”的

三级繁育体系，并在全县建立了 129

个人工授精点，通过示范推广“同期

发情+人工授精”良种繁育技术和“羔

羊早期断奶+快速育肥”全舍饲育肥

技术，全面推行“两年三产”高质高效

繁殖和“牧区繁育、农区育肥、农牧互

补”科学高效的生态养殖模式，让更

多养殖户享受到科技转化的成果。

杨 如 杰 表 示 ，

将加快扩繁推广力

度，到 2025 年组建

天华肉羊新品种羊

扩繁推广群 500 群，

新品种肉羊饲养量

达 到 80 万 只 ，

带动全县羊产业转型

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产业提质

徐世涛是天祝县浩顺源家庭农

场负责人，在他的床头，摞着厚厚的

生产资料册和养殖档案。打开这些

文件夹，每一头基础母牛的种类、花

型、产犊情况，每一种农作物的品种、

使用肥料、长势等情况都清楚地记录

在册。通过多年来不断地尝试、观察

和改进，徐世涛走出了一条自繁自育

自销的路子。

“以前饲料都是从外面进，物流

成本太高。”徐世涛告诉记者，去年自

己种了 500 亩燕麦草，就近供给降低

了养殖成本。而且比起普通秸秆，燕

麦草的营养价值更高。今年，他又流

转土地，种了 2300 亩燕麦草，“在半农

半牧区，探索种养结合的方式，可以

提升养殖效益。”

在距离天祝县 100 多公里的兰州

新区，徐世涛还开了 4 家羊肉泡馍馆，

通过店里的视频，可以看到他位于赛

什斯镇克岔村的养殖基地。“去年出

栏 4000 多只羊，大部分用在我的泡馍

馆里了。”徐世涛说，传统的产业模式

里，冬季产羔，春夏放牧，秋天集中出

栏。现在人们的观念在逐步转变，通

过牧区繁育、农区育肥，可以实现错

峰出栏、常年供应。

徐世涛的探索是天祝县草原畜牧

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未来几年，

天祝县将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通过

培育天祝白牦牛、天华肉羊精深加工

龙头企业，牵引带动良种繁育、种植、

养殖、加工、销售等畜牧业全产业链发

展，打造以合作社、家庭农场为主的高

原特色现代畜牧产业园。

根据天祝县全国草原畜牧业转

型升级项目实施计划，将在哈溪、松

山 、打 柴 沟 等 16 个 乡 镇 种 植 饲 草

5 万亩，并配套相关附属设施设备；

在华藏寺镇和松山镇建设饲草贮运

配送中心各 1 个；同时建设现代化草

原 生 态 牧 场 和 标 准 化 规 模 养 殖 场

190 家。

此外，天祝县还将通过建立现代

化精深加工生产线，大幅提升高原特

色 畜 牧 业 市 场 竞 争 力 和 产 品 附 加

值。预计到 2027 年，年屠宰加工能力

由 7.5 万头（只）提高到 22 万头（只），

加工产值由 5420 万元提高到 9500 万

元。祁万祯介绍，项目建成后，全县

舍饲养殖规模将提高 10%以上，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到 15535 元，其

中草食畜牧业收入由 41%增长到 45%

以上。

农 田 残 膜 变 废 为 宝 有 妙 招
本报记者 乔文汇

“突突突⋯⋯”伴随着一阵轰隆隆

的机器运转声，从地里回收的残膜变

身为深色颗粒，不一会儿，这部机器就

“吃掉”一堆“ 白 色 小 山 ”。 这 是 日 前

记 者 在 新 疆 生 产 建 设 兵 团 第 六 师 芳

草 湖 农 场 看 到 的 一 幕 。 五 家 渠 芳 草

湖 农 场 合 盛 昌 农 业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负责人杨龙说，“通过这种方式，残膜

处理成本至少能省一半。这样一来，

无论是种植户还是加工厂家，积极性

就会更高”。

这套“吃残膜、吐颗粒”的装置为

“回收地膜干法清理系统”，是由新疆农

垦科学院机械装备研究所科研团队与

高校、企业、合作社“产学研用”一体化

合作开发研制的。该科研团队负责人

王吉亮介绍，这套装置利用了惯性力、

重力和气流对残膜除杂，而且加工全程

不需要一滴水。而传统的残膜处理方

式为湿法处理，需经过除杂、清洗、脱水

等工序，耗水量大，导致处理成本偏高，

阻碍了残膜资源化利用。

地膜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在一

些地区对提升作物产量发挥着重要作

用。然而，随着地膜应用越来越广泛，

残膜处理不当容易造成“白色污染”，成

为环保难题。对此，新疆农垦科学院进

行了积极探索，以农田残膜高效回收、

低成本加工和高效应用为突破口，走出

了一条农田残膜治理新路。

地上的白色棉花，喜人；地面的白

色残膜，恼人。面对两种白色，沙湾市

高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柴胜

利一喜一忧。他告诉记者，以往也对残

膜进行回收，但因成本高，造成加工率

偏低，导致残膜越积越多。去年，他们

引进了“回收地膜干法清理系统”，应用

“干法清理”方式，处理了约 1 万亩的回

收地膜，今年将进一步扩大残膜处理

规模。

农田残膜变身为颗粒后，就成了

建材企业的原料。记者在石河子开发

区锐益达机械装备有限公司看到，残

膜颗粒混合秸秆，再加上塑化剂，被加

工成城市步道板材、仓库货物托盘、道

路隔离护栏等产品。这家企业负责人

陈绍杰告诉记者，经过测试，利用农田

残膜和秸秆生产的板材，可替代木塑

产品，目前已铺设了 10 多公里的城市

步道。

“利用农田残膜和秸秆生产的板

材，成本比木塑产品低，而且可回收再

利用，为农田残膜应用找到了好去处，

由此实现了白色污染全链条治理，为农

田残膜治理提供了新思路。”王吉亮说，

下一步将研发智能化平台，以实现地膜

生产、播种机械、残膜回收、耕整、清理

加工等相关装备的智能化升级，进一步

完善农田残膜治理技术。

从车间到田间，再从田间回到车

间。从农田残膜高效回收到低成本处

理，再到农田残膜高效利用，由此形成

了农田“白色污染”治理闭环。中国农

业大学教授高振江认为，农田残膜从地

膜生产车间来，完成增产增收“使命”

后，又回归另一类企业车间，“投身”城

市建设，这一过程实现了变废为宝，完

全可复制、可推广。

科技创新守护绿水青山

蒋

波

近日，江苏省南通市

海门区在生态环境执法过

程中通过航拍无人机、声

呐无人船、手持微风风速

仪等科技装备的应用，实

现科技执法、智慧执法，弥

补了传统生态环境执法的

不足，取得明显成效。

“ 科 技 部 队 ”上 岗 助

力 环 境 执 法 是 科 技 创 新

赋 能 生 态 环 境 改 善 的 缩

影之一。近年来，我国以

前 所 未 有 的 力 度 抓 生 态

文明建设，从全方位、全

地域、全过程上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创造了举世瞩

目 的 生 态 奇 迹 和 绿 色 发

展奇迹，实现了天更蓝、

山更绿、水更清的目标。

但也要看到，我国目

前 所 面 临 的 生 态 环 境 保

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

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生

态环境治理已进入“深水

区”，持续深入打好蓝天、

碧水、净土保卫战，迫切

需 要 从 科 技 创 新 中 找 寻

新的方法和答案。

科 技 创 新 守 护 绿 水

青 山 的 基 础 在 于 打 造 和

完 善 生 态 环 境 科 技 创 新

平 台 体 系 。 铺 好 绿 色 发

展底色，离不开生态环境

科 技 创 新 平 台 建 设 。 积

极 利 用 生 态 保 护 国 家 重

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

等平台载体，打造覆盖基

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应用全过程的科

技创新平台体系，加强污染控制、生态保护修复、绿色

发展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同时，积极引进、

整合国内外高端人才，培育构建一支稳定的、立体化的

生态环境科研队伍，不断提升生态环境科学技术支撑

能力。比如江苏，为促进生态环境科技发展，已命名或

正培育江苏省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 8 家、工程技术中

心 13 家，形成了具有江苏特色的生态环境科创平台体

系，实现成果转化项目超过 80 项。

科技创新守护绿水青山的关键在于加强科技创新

成果转移转化，提高科技创新生态效能。各地应该健

全环保企业主导的产业技术研发机制和科技成果转化

评价机制，支持龙头企业牵头上下游企业、高校、科研

机构强化产学研合作，构建紧密合作的创新联合体，推

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有效对

接，加快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提高创新效能和技

术转移效率。

科技创新守护绿水青山的重点在于增强生态环境

科技服务能力。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应为生态环境科技

成果转化搭建“政产学研金介”融合的长效服务平台，

建立健全考核和激励机制。通过开展驻点跟踪研究和

科技咨询服务，为生态环境病症“把脉开方”，持续推进

生态环境科技帮扶行动落地见效。同时，引导财税、金

融、投资等政策更好地服务生态环境科技创新，调动区

域生态环境科技资源投入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实现

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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