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草原

游牧系统核心区的牧民们迎来了“转

场”的盛大节日。 他们赶着 12.8 万头

（只）牲畜从冬营地出发，向几十公里

甚至上百公里开外的夏营地进发，安

营扎寨， 开启为期 4 个月的“夏季度

假”模式。

每年随着夏季牧场的开放， 内蒙

古阿鲁科尔沁旗草原上的牧户就会赶

着自家的牛羊从冬营地定居点出发，

分期分批向夏营地迁徙。

对于草原民族来说， 游牧是再寻

常不过的景象，然而，草原上的新变化

却悄然孕育其中。 作为全国草原畜牧

业转型试点旗县之一， 内蒙古阿鲁科

尔沁旗不仅保留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方

式，还通过抓紧“草”“畜”“人”三者的

关系，思“转型破题”之策，寻“转型解

题”之法，行“转型答题”之道。

培育饲草，替牛羊储备“口粮”

站在阿鲁科尔沁旗草业核心区观

景台上， 游客们正在从高处俯瞰这片

土地， 自动灌溉机像圆规似地浇灌着

一片片绿油油的苜蓿。 远处，收割机、

自动打包机把苜蓿送往货车， 一捆捆

的苜蓿从内蒙古的土地上发车， 送往

全国各地家畜的“餐桌”。

这片一望无际的绿色， 对很多慕

名而来的游客来说， 只是亲近草原的

“打卡”圣地，但对于牲畜来说，却是它

们赖以生存的“香饽饽”。

21 世纪初， 同我国绝大多数牧区

一样， 阿鲁科尔沁旗面临着牧区生态

保护与生产发展的矛盾。 牧民们逐水

草而居，牲畜们啃植物谋生，这本是和

谐的一幕，但随着畜牧业的发展，草原

上的牲畜越来越多， 眼看成群结队的

牛羊所经之处，草根也被“吃干抹净”，

草原风沙越来越肆虐， 牧民们也为牲

畜们的下一顿“口粮”犯了难。

后来， 阿鲁科尔沁旗开始种植优

质牧草， 并于全旗推广。 经过多年发

展，当地找到了一条“生态生计兼顾、

生产生活并重、治沙致富共赢”的现代

草业发展之路。

目前， 园区规划面积已达 110 万

亩，其中种植面积 56 万亩 ，是全国集

中连片种植优质牧草面积最大的县域

地区，年产商品草 65 万吨 ，约占全国

商品草的 1/6，被中国畜牧业协会草业

分会命名为“中国草都”称号。目前，草

业基地植被覆盖度已从之前的不足

10%，增长到如今的 90%以上。

2008 年以前， 当地退化草原平均

亩产草约 35 公斤，通过治理平均亩产

达 800 公斤以上，有效解决了 130 万头

（只）牲畜的牧草缺口问题，使全旗天

然草场得到休养生息，真正实现了“小

面积建设、大面积保护”目标。

草产业发展前， 沙化草原载畜能

力几乎丧失， 草牧场流转费每亩仅 15

元 ， 现 在 草 牧 场 流 转 费 每 亩 达 到

100~200 元。 已有 300 多户农牧民将草

场承包给企业和合作社， 年人均增收

4600 元。600 多名农牧民在各企业和合

作社务工，年均收入达 4 万元以上。 在

脱贫攻坚期内，草产业带动 200 多户、

700 多人实现脱贫摘帽。苜蓿产业已成

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为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助力乡村振兴提

供了坚实基础。

改良方法，给肉牛繁育“支招”

粮草的问题解决了， 可本地的牛

受品种限制， 又瘦又弱， 卖不出好价

钱，这可怎么办？ 阿鲁科尔沁旗再次给

出了答案———改进繁育方法， 肉牛冷

配改良。

双金龙是阿鲁科尔沁旗的一名畜

牧改良员，近几年来，他采用西门塔尔

牛五代以上优良品种冻精， 每头牛系

谱清晰可追溯，并建立冷配档案。 他采

取分群管理、分阶段营养需求等方式，

对牛群进行饲喂， 把养殖牛群分不同

种类，根据成长、发情等情况，提供所

需营养饲料。 对新生牛犊、产后母牛及

时采取调理保护措施， 有效提高了牛

犊存活率， 缓解了母牛产后体质虚弱

问题。 通过精细化管理、科学化养殖，

基础母牛繁育率保证在 100%。

双金龙说：“以前， 咱们牧民都太

依赖肉牛自然繁育的养殖方式， 牛的

繁育率很低。 尤其到了冬天，全旗几乎

都没有产下新生小牛犊。 ”20 年前，阿

鲁科尔沁旗开始实行无公牛冷配政

策。 如今，全旗肉牛冷配率达到了 85%

以上。 冷配改良在每年年初完成，到了

当年 10 月末，母牛基本产犊结束。 养

殖户的牛群在次年 6 月中旬放牧前 ，

牛犊已经达到 6 月龄， 这个年龄段的

牛犊可以高价出栏上市销售， 还减少

了天然草原上放牧的牛数量， 大大缓

解了天然草场压力。

目前， 全旗已经建成 625 名改良

技术员队伍，布设冷配站点 520 余个。

嘎查村级改良技术人员实现全覆盖 ，

部分种养殖大户自己亲自改良配种 ，

便捷的改良技术服务， 推动了冷配改

良技术普及， 全旗年完成肉牛冷配 20

万头以上。

如今 ，经过 40 年冷配改良 ，全旗

培育出了大量西门塔尔良种肉牛，均

按照育种标准组织繁育和管理 ，2022

年成功获批自治区级肉牛核心育种

场。 阿鲁科尔沁旗作为赤峰市昭乌达

肉牛育种工程重点旗， 建成核心育种

场 4 个，培育育种大户 60 户，昭乌达

肉牛核心群总量达到 5000 头以上。

集中舍饲，为散养牲畜“安家”

有了好牛这一“软件 ”，自然离不

开配套设施的“硬件”扶持。

走进位于绍根镇新力嘎查的斯其

格家庭牧场， 记者看到牧场主人席长

命正在专心致志地护理着一头刚出生

的小牛犊，这头小牛犊呱呱坠地不久，

就在牛圈里四肢有力地踱着步子。 席

长命说：“这是我们购买的法系西门塔

尔品种———蒙比利亚牛。 这种牛刚出

生就重达近百斤， 比普通的牛要健壮

不少。 ”

为保护草原生态， 落实草畜平衡

政策，2022 年， 席长命把牧场里的 200

头肉用型西门塔尔牛全部出售， 购进

63 头蒙比利亚牛， 该品系乳用性能表

现突出，体型较大，毛色为紫红花。 今

年首批产犊 20 多头母牛采取同期发

情技术，5 天时间生了 26 头犊牛，犊牛

同期生产，便于饲喂和管理。 母牛营养

健康状态非常好， 产后不足 2 个月已

经正常发情，犊牛生产周期在 12 个月

以内。

席长命带记者参观了他的家庭牧

场，只见整整齐齐的圈棚、奶舍应有尽

有。 牧场占地 5 亩，中部为牛运动区和

挤奶厅，北侧为奶制品加工和生活区；

能繁母牛饲养区位于西侧， 配备了饲

喂通道，适于机械化填加；东侧为犊牛

饲养区，犊牛实行单栏饲养，配备犊牛

活动场。 几个牧场员工在不同的功能

分区劳作，她们有的在饲喂小牛，有的

在制作奶酪。

目前， 斯其格家庭牧场建有标准

化棚圈 900 平方米、 牧草储备及加工

棚 500 平方米，配套建设了挤奶厅，民

族奶食品加工车间。 饲料由内蒙古民

族大学营养学专家团队设计并供给 ，

确保了牛健康和牛奶高质量。 斯其格

家庭牧场已经获得内蒙古自治区食品

生产加工小作坊证， 在赤峰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登记内蒙古沁梦乳业有限公

司，注册了“沁梦”商标。

在管理上， 该牧场使用“草原云

牧”牛场管理系统，牛羊三代谱系档案

清晰，繁育记录、生产性能和疫病防控

等信息清楚。 在阿鲁科尔沁旗，牛羊变

以往的散养为舍饲圈养逐渐成为潮

流， 随着农户的思想观念由“靠天养

畜”向“少养精养”过渡，这样的家庭牧

场开始“遍地开花”，成为大地上一道

亮丽的风景。

（据《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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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假冒“订单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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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灵丘：

返乡青年在青山绿水间

找到人生坐标

托起 1.2 亿农村老人

稳稳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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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传统转场牧歌悠扬 现代理念百花竞放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交出一份特色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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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绛州

深圳暑期研学小客人探秘千年古州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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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6 日 ，

在“中国澄泥砚之

都”运城市新绛县

绛州 澄 泥 砚 文 化

产业园和基地，首

批由 深 圳 市 米 粒

文化 艺 术 工 作 室

组 织 的 5 所 学 校

共 18 名中小学生

开 启 了 山 西 千 年

古 城 绛 州 暑 期 非

遗研学季。

高新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