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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传统养殖业的发展模式创新

——榕江县养殖大户的经验与启示
1

王修兰

（贵州省中共黔东南州委党校 榕江分校，贵州 榕江 557200）

【摘 要】：养牛、养猪及养羊、鸡、鸭、鹅和特种养殖构成了乡村的传统养殖业。近年来，由于饲料、人工成

本的上升，乡村传统养殖业出现了萎缩现象。但也有部分乡村出现了养牛、养猪和养羊专业户，并带动了周边贫困

户脱贫。本文对崇义乡敦仁村的养牛专业户及仁里乡太原村的养猪专业户进行调查，并从中找出一些共同之处，以

便榕江县各乡村在发展绿色养殖业，帮助农民在增收过程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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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县情

贵州省榕江县位于都柳江上游，是新时期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一。榕江县地跨月亮山和雷公山之间，东与黎平县，

南与从江县，西与三都县，北与雷山县、剑河县接壤。县南部的月亮山地区辖五个乡镇；县北部的雷公山地区，辖 14 个乡镇，

全县共 19 个乡镇，95 个中心村和 15 个社区。全县处于贵州高原向桂北盆地过渡地带，具有典型的灰岩侵蚀地貌构造特征，山

高坡陡，沟壑纵横，地形破碎复杂，河谷盆地发育极少，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93%，最高海拔 1490 米，最低海拔 250 米，平均

海拔 700米，相对高差 1240米。全县人口 34万人，贫困人口为 8.14 万，分布着苗、侗、水、瑶、布依、汉等民族，少数民族

占 95%以上，农业人口占 97%以上。受地势结构的影响，全县具有多阴少晴，低温高湿，风冷雾多的特点，年均气温在 15.1℃

-18℃之间，平均气温 16.98℃，无霜期 262-310 天，年降水量 1200-1570 毫米，年均相对湿度 90%以上，粮食、油料、瓜果

种植不利，农作物大多为一年一熟。月亮山、雷公山地区是榕江县主要林区和畜牧产地，原生植被完好，森林覆盖率平均值为

76%，活立木蓄积量 755万立方米。农副产品主要有竹笋、香菇、木耳、油桐、油茶、中药材、香猪、香羊、小香鸡等。民族旅

游资源极其丰富，如月亮山梯田、民族歌舞等。自然风景别具一格，是旅游、科研、考古、探险、探奇的宝地。

2、全县的养殖业现状

近年来，榕江县本地的猪、牛肉市场供应严重不足，大量从外省买进，据统计，城关市场三分之二的猪牛肉是从周边省份

引进的。这主要是因为榕江县的家庭养殖业出现了全面萎缩，而萎缩的主因是外出务工人员不断增多，特别是青壮年劳力外出

增加，严重影响了家庭养殖业的发展。例如，在对仁里乡通倒村的调查中发现，该村常年在外务工的青年人达 495 人，占全村

人口 1890 人的 26.2%。全村最高养牛峰值为 1500 头，现在不足 50 头；五年前，全村常年家家都养猪 1-3 头，现有半数家庭不

养猪。就从猪崽每斤成本看，由两年前每斤 8元，现涨为每斤为 15元左右，几乎翻了一倍。牛犊的价格也涨得惊人，每头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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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的牛犊的单价都在 3000元左右，再养到出栏，还要 20个月，价格达 6000元左右，还要承担很大的养殖风险。猪饲料的市

场价格也在上涨，比起三年前约上涨 15%。单从劳动力成本看，请零工，两年前，还是每人每天 60-80元，现涨到每天 120-150

元。可见，成本的增加，是养猪养牛的家庭不断减少的根本原因。青壮年劳力都是农闲时外出打工，农忙时又回来抢种抢收，

不但来去自由，还不耽误农时，又能保证全家的正常收入，但家庭的养殖和种植业都会受到一定影响。

3、对两户养猪养牛大户的调查

3.1太原村永成生猪养殖场

榕江县目前有年出栏 200头以上生猪的养殖大户 25户，年出栏生猪 13万余头，带动贫困户 8600 余户，助农增收 2亿余元。

这其中的一户叫杨文斌，是榕江县仁里乡太原村人，他夫妻二人在广东打工十余年，学到了生猪养殖的全部技术，五年前回乡

创办“太原村永成生猪养殖场”。至今已建有猪舍 1000平方米，养有母猪 300余头，存栏肉猪 1200 余头。至 2015年扩大养殖

后，当年就出栏生猪 800 余头，实现利润 30 余万元。到 2017 年七月底，半年刚过，就出栏肉猪 200 头，猪崽 200 余头，创收

入 40 余万元，带动贫困户 45 户，贫困人口 160 人。2015 年，杨文斌通过向贫闲户发放仔猪，定期定价收回的方式，鼓励贫困

户大胆养猪，成本从出售的肉猪中扣除后，余下的就是养殖户的养殖费。通过这种先除后补的方式，去年每位贫困户户均增收

5000 元以上。同时，还带动全村 100 余名留守妇女种植各种蔬菜作为青饲料，人均年增收 1200 元以上，让冬季的闲置农田 30

余亩得到了有效利用，产值达 10万余元。由于杨文斌养猪用的饲料没有添加剂，用的是青菜、玉米粉等绿色有机饲料，猪肉可

放心食用，因而肉猪供不应求，一点儿不愁销路，仔猪和肉猪都有新老客户上门收购且价格稳定。

3.2敦仁村三顺牧业有限公司

公司法人杨武松是榕江县崇义乡敦仁村人，在外打工十余年后，于 2013年回乡创业，牵头成立三顺牧业有限公司，现有牛

舍 80 余间，本地黄牛 60 余头，远期目标 300 头。租用闲置土地 100 亩，租期十年，用于种草养牛，长期聘用贫困农民工 5 人

割草喂牛，土地人股贫困户 25户，人股土地面积 50余亩。主要种植从墨西哥引进的玉米草，黄竹草和黑麦草。用牛粪作肥料，

用山间田土种草，不施化学肥料，保证绿色环保。肉牛是本地品种，适应本地水土和气候，免疫能力强，是很好的绿色食品，

肉牛供不应求，2015年出栏肉牛 50头，产值 30余万元。

4、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上述两个养殖大户的产生与发展来看，他们还处在不断摸索阶段，因投入资金大、养殖风险高，故不敢扩大规模，发展

缓慢。具体来讲，其主要存在的问题有：

一是政策扶持力度不够。如法人杨武松说：“小微企业有政策扶持，但我聘用的员工达不到规定人数，得不到扶持，想扩

大规模有困难。”

二是养殖风险较高。如果盲目扩大养殖，相关技术跟不上，就有风险，现在还没有相关险种来给予保险，养殖户都有点担

惊受怕的感觉，感到不踏实，怕出现重大疫情。

三是养殖成本不断升高。人工费、饲料费、运输费都在增加，望政府在人工工资方面，利用扶贫相关资金给贫困户予以适

当补助，从扶贫的角度帮助养殖户降低部分人工成本，增加人手，扩大养殖规模。

四是从养殖技术层面帮助专业大户解决相关难题，从而让他们放心扩大规模，带动更多的贫闲户脱贫。如能租用更多土地，

变圈养为放养，则能更好地提高猪牛肉品质，提高出售价格，收益会更好。同时，让更多的闲置土地利用起来，助农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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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调查结果对榕江县发展绿色养殖业的启示

5.1绿色发展之路势在必行

从“永成生猪养殖场”和“三顺牧业有限公司”的产生到发展，再次证明榕江县的养殖业一定要走绿色发展之路。现在，

从城市到乡村，越来越重视健康饮食，特别强调要食用有机绿色食品，而猪牛肉又是不可或缺的最常用的家庭食品。因此，肉

猪和肉牛的养殖，就得从绿色饲料开始，产品才是绝色的，得到消费者首肯，才有市场，得到发展。

5.2闲置土地得到有效利用

榕江县近年来打工势头不减，劳动力外流严重，而闲置土地面积呈连年上升趋势，土地撂荒成为各村各户的常态。而种菜

喂猪，种草养牛，让闲置土地得到有效利用，更是各农户的迫切愿望。从上述两个养殖大户的成功经验看出，市场需要大量的

绿色食品，这就催生了各地的绿色养殖业，而绿色养殖业又离不开绿色饲料，绿色饲料的生产当然离不开土地，而闲置土地得

到充分利用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而这两家大户的形成有多种原因，但顺应这一趋势则成为主因之一。

5.3行之有效的扶贫模式

贫困是各地的常见现象，也是各级党委、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这些贫困户户主年龄偏大，文化偏

低，没有一技之长，外出务工不可能，在家种地劳动力不足，只能种近一点的责任田地，远点的只能任其闲置。养殖大户又要

帮手，这恰恰符合这种在家也能打工，不外出也能挣钱的贫困户的实际，两全其美，是双方都能接受的好事。从上述两个养殖

大户带动本地农户增收的现实来看，可以说，这种办法确实是行之有效的扶贫模式，应大力扶持并着力进行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