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 北 畜 牧 兽 医 2012 年

收稿日期：2011－11－16
作者简介：向梳瑕（1984－），女，四川宜宾人，主要从事畜牧技术推广工作，（电话）13541408480（电子信箱）xsxsure＠126．com。

为加快畜牧业的发展，宜宾市翠屏区按照“以市

场为导向、科技为依托、发展为主题、结构调整为主

线、农民增收为核心”的指导思想，坚持推进标准化

生产，转变传统养殖方式；努力推进畜牧业产业结构

调整和畜牧业产业化进程；巩固动物防疫体系建设，
保障畜牧生产安全；强化畜产品安全体系，确保畜产

品安全的发展思路，积极开展现代化、规模化、标准

化畜牧产业建设。

1 翠屏区畜牧业概况

翠屏区幅员面积 1 123km2， 系宜宾市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气候温和、土壤肥沃、饲草资源丰富，
具有开展各种养殖项目的优越条件。 从改革开放到

“十一五”期末，翠屏区以发展生猪养殖为主，奶牛、
家禽、肉兔等特色养殖为辅，成为宜宾市畜牧业养殖

大县。 “十一五”期末，翠屏区出栏生猪 71．38 万头，
出栏牛 0．79 万头，出栏羊 6．09 万只，出栏肉兔 59．65
万只，出栏禽 559．27 万羽，禽蛋产量 6 468t；奶产量

5 332t；肉类总产量 6．43 万 t。

2 翠屏区畜牧业发展措施

2．1 积极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

“十一五”期间，翠屏区传统的养殖模式发生了

根本性转变。随着农村劳动力结构的变化，畜牧业生

产方式已由过去以农户传统分散式养殖， 逐渐向现

在以企业化工厂养殖和以业主养殖、 连村连片的生

态小区养殖的模式发展。以“公司（协会、专合组织）＋
基地＋养殖户（场）”的方式，大力实施标准化生产，逐

步构建圈舍建设标准化、生产管理规范化、生产产品

安全化的健康养殖体系， 加快推进现代畜牧业提质

扩面。 截止“十一五”期末，全区畜牧业规模化、集约

化程度达到一定水平， 共建有生猪标准化养殖小区

15 个；标准化生猪规模场 309 个，牛规模场 58 个，
羊规模场 23 个，禽、兔规模场 85 个。

在转变传统养殖模式的同时， 深入实施畜禽良

种工程，加快构建畜禽扩繁场、商品场相互配套的畜

禽良种繁育体系， 生猪三元杂交面达到 80％以上，
牛、羊、禽、兔良种面达 90％以上。 加快推进“以草换

肉奶”、“林下养鸡”等特色鲜明、优势突出、效益良好

的小型家畜禽，提高非猪产业比重，提高养殖效益。
2．2 推进标准化养殖体系建设

以项目建设为载体，全力推进畜禽标准化、规模

化、产业化生产发展进程。生猪生产是翠屏区畜牧业

发展的主导产业， 是助农增收和致富的有效途径之

一。 自 2007 年起，翠屏区通过努力争取中央、省、市

生猪标准化养殖场（小区）项目和现代畜牧业建设等

项目， 认真开展打造江南特色效益农业基地以及新

农村示范片建设。 引导农户选择适合自身的养殖规

模和建设标准，设计图纸统一建设，采用集中联建或

分户建设（改造）标准化圈舍的方式，做到圈舍及配

套设施标准化、规范化。 在对规模场（小区）管理中，
建立了规模养殖场受控管理制度、驻场兽医制度、畜

牧生产资料投入品监控管理制度、 畜禽产品质量可

追溯制度，建立健全畜禽健康养殖档案，使全区畜牧

业步入标准化生产的轨道。 随着翠屏区现代畜牧业

快速高效发展，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户（小区）愈

来愈多， 生猪标准化养殖保证了全区生猪品质和生

产能力，为全区生猪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推进生猪产业发展的同时， 也积极争取项目推进

奶牛、肉兔、小家禽等特色畜禽的标准化、规模化发

展，大力推广现代畜牧新技术，提高农户的饲养技术

水平。
及时落实国家强农惠农政策，2007 年和 2008年

翠屏区认真开展了对全区能繁母猪按照国家政策规

定标准（2007 年补贴 50 元 ／ 头；2008 年补贴100 元 ／
头）实施补贴兑现工作。 2007 年，全区补贴兑现能繁

母 猪 30 449 头 ；2008 年 ，全 区 补 贴 兑 现 能 繁 母 猪

41 020 头，补贴率和到位率都分别达到 100％。 同时

翠屏区畜牧业发展措施探析

向梳瑕，胡绍科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农牧局，四川 宜宾 644000）

中图分类号：S8－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273X（2012）01-0020-02

20



第 1 期

!!!!!!!!!!!!!!!!!!!!!!!!!!!!!!!!!!!!!!!!!!!!!

［17］ 刘美容． 蒙脱石对断乳仔猪的饲喂效果研究［J］． 福建畜牧兽

医，2008，30（2）：3－4．
［18］ 伍晓雄，龚大春，金升藻． 富镁蒙脱石对仔猪腹泻的疗效试验

［J］． 中国兽医科技，1999，29（4）：36－37．
［19］ 伍晓雄，杨世锦，龚大春，等.富镁蒙脱石与 ORS 治疗断奶仔猪

腹泻的疗效观察［J］． 黑龙江畜牧兽医，2000（3）：21－22．
［20］ 韩秀山，吕大丰，黄周可，等 ． 纳米蒙脱石在乳仔猪养殖中的

应用［J］． 湖北畜牧兽医，2007（3）：37－38．
［21］ 谢长青，吕大丰，谌 刚，等 ． 纳米蒙脱石治疗仔猪腹泻的临

床效果观察［J］.吉林畜牧兽医，2006（12）：7－11．
［22］ 王荣锦，蒋天明，吕大丰，等 ． 纳米蒙脱石治疗乳仔猪及中大

猪腹泻［J］.中兽医医药杂志， 2007（1）：54－56．
［23］ 陈大水，叶志惠，吕大丰，等 ． 纳米蒙脱石与氧化锌在乳仔猪

饲料中的对比应用［J］.湖北畜牧兽医，2007（1）：23－24．

［24］ 王修启，陈宝妮，戴文滔，等 ． 纳米蒙脱石替代氧化锌对断奶

仔猪生产性能的影响［J］.湖北畜牧兽医，2007（9）：7－9．
［25］ 韩秀山，吕大丰，黄周可，等． 纳米蒙脱石护肠宝 TM 替代氧化

锌的应用实例［J］.中国猪业，2008（1）：48－49．
［26］ 韩 秀 山 ． 纳 米 蒙 脱 石 在 养 猪 养 兔 中 的 应 用 ［J］． 北 方 牧 业 ，

2007（8）：27．
［27］ 韩秀山，陈法荣，张一斌，等．纳米蒙脱石替代喹乙醇对獭兔幼

兔生长和腹泻的影响［J］． 湖北畜牧兽医，2008（2）：28－29．
［28］ 齐德生，刘 凡，于炎湖，等 ． 蒙脱石及改性蒙脱石对黄曲霉

毒素 B1 的吸附研究［J］．畜牧兽医学报，2003，34（6）：620－622．
［29］ 史莹华，许梓荣，孙 宇，等 ． 蒙脱石纳米复合物吸附猪日粮

中黄曲霉毒素 B1 效果的研究［J］．动物营养学报，2007，19（6）：
742－747．

［30］ 韩秀山，许家亮，陈法荣，等．霉菌毒素的危害及蒙脱石的脱霉

应用［J］．山东畜牧兽医，2008（12）：50－51．

（上接第 12 页）

开展能繁母猪政策性保险和育肥猪政策性 保 险 工

作，通过广泛宣传，农户自愿参与，全区能繁母猪参

保率达 90％以上。
2．3 建立疫病防控保障机制

（1）大力宣传《动物防疫法》、《畜牧法》，深入贯

彻预防为主的方针， 积极开展动物疫病基础防疫工

作。 防疫工作坚持以仔猪骟割为主，结合春、秋两季

防疫对所有动物进行集中全面免疫， 对强制免疫的

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
鸡新城疫、狂犬病等，免疫密度达 100％，近几年来每

年免疫动物数均达 1 000 多万头（羽）次。 强化规模

场（养殖小区）的监管，从区到乡落实了防疫责任制

和片区负责制，出台了《翠屏区规模场（养殖小区）管

理办法》，建立健全了规模场（养殖小区）管理制度和

生产档案。 为切实掌握全区重大动物疫病的流行规

律和疫情动态， 及时了解全区主要动物疫病免疫状

况，确保免疫质量，有效控制重大动物疫病的发生和

流行， 翠屏区充分发挥动物疫情测报站和村级疫情

观察员的作用，始终抓牢疫情监测环节，并运用监测

结果，指导全区动物防疫工作，加强对重大动物疫病

的防控工作；每年按省、市要求认真开展口蹄疫、高

致病性禽流感、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鸡新城疫、
狂犬病等十余种动物疫病的监测， 每年监测样品数

均在 4 000～5 000 头份。 切实开展奶牛“两病”普查，
按照国务院《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和《四川

省畜牧食品局关于家畜布病、 结核病及狂犬病等人

畜共患病防控工作要点的通知》文件要求，每年 4～6
月对奶牛饲养场、专业户进行“两病”监测，普查实行

一牛一档的制度，建立奶牛健康档案，确保全区奶牛

产业的健康发展。 按照《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和

《国家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及有关技术规范

要求严格疫情报告和疫情处置， 有效防止了重大动

物疫病的发生和流行。
（2）不断推进动物防疫体系建设。 2001 年通过

项目建设投资 50 万元建立了动物疫情测报站，属国

家 300 个测报网点之一；2004 年通过项目建设，建

成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缓冲区， 并对动物疫情测报站

建设进行了完善， 建立了县级动物疫病监测诊断实

验室；2005 年通过动物免疫标识的实施， 初步建立

了 疫 病 可 追 溯 体 系；2008 年 通 过 基 层 兽 医 体 制 改

革，对原有 20 个乡、镇、街道畜牧兽医站进行了改

革，新成立了城区动物防疫检疫中心，人员全部纳入

财政全额预算，共有专业技术人员 99 人；2010 年通

过县级兽医体制改革， 对原翠屏区畜牧兽医站进行

了改革， 成立了翠屏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翠

屏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共有专业技术人员 22 人。 县

级和基层兽医体制改革后理顺了畜牧兽医 管 理 体

制，使职能更加全面，职责更加明确，对全区畜牧兽

医工作的开展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建立了村

级防疫队伍，并开展了村级动物防疫员、乡村兽医登

记人员和执业兽医业务技术和政策法规培训， 现有

村级防疫员 270 人。 2007～2010 年，翠屏区通过争取

国家动防体系项目建设，共投入资金 298 万元，对全

区 21 个基层畜牧兽医站进行了改造，改变了过去兽

医站破旧的面貌， 提升了基层畜牧兽医站的社会形

象，增强了基层畜牧兽医站的服务意识、服务水平和

服务质量。投入资金 44 万元对翠屏区动物卫生监督

所进行了改造，改善了办公条件，购置了相关仪器设

备，拓展了业务范围，提升了工作水平和工作效率。
通过一系列努力，建立了一支政治合格、业务精通、
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廉洁高效的畜牧兽医队伍，较

好地推动了翠屏区畜牧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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