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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业发展对于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是推动绿色

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 朔州市地处我国草食畜黄金生产带、“镰刀湾”玉米主产区，“特”在农

牧交错，“优”在草食畜。

近年来， 山西省朔州市抓住全国草牧业和粮改饲双试点市、 北方农牧交错带农业结构调整核心地

市、省雁门关农牧交错带核心区的机遇，推动草牧业高质量发展，为全省乃至全国提供了“立草为业”

“种养结合，农牧循环”“产业化发展”的朔州经验和方案。

为全力抓好春季农业生产， 打好春

耕春管的“第一仗”，近日，农业农村部种

植业管理司会同全国农技中心，联合中国

农业电影电视中心推出《春耕大师课》网

络直播系列活动。

活动自

2

月

24

日起，由农业农村部

种植业管理司、全国农技中心指导并邀请

相关作物领域的行业权威专家进行授课

讲解。 在春管关键时节，针对小麦、油菜、

早稻、玉米、大豆等作物开展栽培技术、病

虫害防治、气象灾害防范、肥水合理施用

等专题授课指导，分环节、分区域、分品

种、分类型指导农民群众落实落细春季田

管的各项措施， 帮助农民解决生产难题。

《春耕大师课》直播活动共十讲，预计

4

月

中旬结束。

《春耕大师课》的线上直播活动采取

“访谈

＋

授课

＋

答疑”模式，分析农产品产

销形势，解读相应政策、释放明确信号，传

授种植专业技术。 此外，为了进一步确保

“农技知识直接到人、 良种良法直接到

田”，直播活动还设计实时互动环节，与各

地的种粮大户连线，大户们可以在线向专

家提问，“一对一”解疑答惑，让广大农民

可以“云”学习、“云”解惑，帮助做好春播

春种、春耕备耕的各项工作，助力粮食增

产、提质增效、农民增收。

在已经播出的《春耕大师课》 第一

讲、第二讲中，直播现场活跃有趣，授课内

容精准有用，农户一听就懂，一学就会，受

到全网热烈好评。 直播课通过农视网、三

农头条、中国三农发布、央视三农、全平台

分发，在今日头条、抖音、快手等

26

个平

台账号全网直播， 直播总量共超

174.5

万， 现场共解答了各个平台汇聚

90

多位

网友的技术问题。 （祁倩倩）

种草养畜 美了生态富了民

———山西省朔州市聚力打造农牧融合发展强市

建立现代牧草产业体系

近十年平均降水量

428

毫米的良好

条件，饲草料干物质积累好、容重高、质

量优，朔州市具有草食畜黄金带的区位

优势。

建基地、举龙头 、创联盟 、建平台 、

兴品牌，朔州市不断创新、突破，打造优

质牧草基地， 着力提升全株青贮玉米、

苜蓿、燕麦草三大草生产能力，建立起

了较为完善的牧草种植、收储、加工、销

售的饲草产业体系。 形成一批供应稳

定、 品质优越、 产品多样的饲草品牌。

“骏宝宸”“牛露野” 等牧草产品品牌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扩大，

2024

年市财

政投入

200

万元支持建成朔州市饲草

检测检验中心，提升了饲草产品质量的

快速检测能力，保障饲草产品质量和溢

价能力。 裹包苜蓿 、裹包玉米、高湿玉

米、燕麦干草捆、揉丝秸秆、全日粮等适

应市场需求的各类草产品不断被开发。

多年来， 该市用足用活用好中央粮

改饲 、 草牧业和奶牛苜蓿行动计划项

目， 分步分区施策， 稳健发展草产业。

“分区”， 即鼓励引导牛羊养殖基础好、

立地条件和土壤水肥条件好的平川四

县区发展全株青贮玉米和苜蓿种植，在

西部山坡区发展燕麦草种植。“分步”，

采取了先试点示范再全面推广的发展

路径。 朔州市草牧业中心主任吴瑞军介

绍说，

2015

年， 依据粮改饲政策， 在三

个县区试点。

2016

年，全面推行全株玉

米青贮 ， 形成订单收购为主的收储模

式，基本实现了奶牛场全株玉米青贮使

用全覆盖。 同年推进了苜蓿种植试点和

青贮混贮试验。

2017

—

2018

年，全面推

动苜蓿规模化种植。

2019

年燕麦草种植

创新高，加工收获销售产业体系形成。

2018

年，朔州市大胆转变苜蓿收获

加工储存方式， 启动实施了

10

万吨苜

蓿裹包青贮计划，彻底突破了苜蓿收获

加工利用瓶颈，把鲜苜蓿到成品加工周

期由

7

天降为

1

天， 而且按照新工艺生

产的苜蓿裹包产品完全可以替代高价

进口苜蓿干草，青贮苜蓿蛋白含量达到

18%

以上， 亩均苜蓿收益

1000

—

1500

元， 每头奶牛年节约饲养成本

1000

多

元。 裹包青贮苜蓿为朔州市苜蓿产业快

速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也推动了种植

户种苜蓿的积极性，避免了翻耕风险。

火车跑得快， 全凭车头带。 根据产

业发展需要，当地抓住关键环节引导撬

动社会资本投资发展草业，支持培育山

阴骏宝宸 、大农禾 ，怀仁奔康 ，右玉农

丰，平鲁牧源等一批带动能力强 、机械

化水平高 、 创新意识强的饲草龙头企

业，发展牧草种植、加工基地，拓展收储

加工辐射半径。 目前市级以上草业龙头

企业

9

个，大型牧草收割加工机械总价

值近

1

亿元。

做强生态优势产品品牌

夏季的朔州， 有最美的景色———天

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冬季的朔州， 有最美味的羊肉———

寒冷的天气里谁能抵挡一碗热腾腾的

羊蝎子。

“我们公司上游关联产业涵盖

1

万

亩饲草种植基地

1

个， 存栏

1

万只基础

母羊繁育基地

1

个， 年出栏

20

万只羔

羊养殖基地

1

个，下游关联产业拥有年

产

10

万吨羊粪有机肥公司

1

家， 通过

纵向一体化和横向相关产业的联合发

展，全面实现了羊产业链循环发展。 有

‘金沙滩’‘塞外鲜’‘大材地’‘羊元帅’

四个商标品牌 ，产品全国热销，今年春

节前后，我们的产品供不应求。 ”

2

月

5

日，怀仁市金沙滩羔羊肉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袁建军告诉记者。

多年来， 朔州市坚持培育基地、延

伸链条 、打造品牌 ，形成了以怀仁金沙

滩、朔美羊为“链主”企业，较完整的肉

羊养殖、屠宰加工、熟食加工、有机肥加

工、冷链物流销售相配套的肉羊全产业

链。 全市年出栏肉羊

460

多万只，占全

省的

1/4

， 是全国重要的优质肉羊基地

和山西省“北肉”平台的主产区。

创新“牧繁农育”模式，培育了以怀

仁市 、应县为主的年出栏

250

万只“牧

繁农育”区，以右玉、平鲁为主的年出栏

150

万只“自繁自育” 区， 现有年出栏

1000

只以上的肉羊规模场

306

个，家庭

羊场

1400

多个，打造了怀仁海北头乡、

亲和乡

2

个超百万只肉羊养殖基地，怀

仁海北头乡、右玉威远镇

2

个国家级肉

羊产业强镇， 怀仁南小寨村、 海子村

2

个肉羊养殖亿元村，怀仁家兴园 、朔美

羊、右玉宏宇

3

个省级肉羊良种扩繁推

广基地。

目前， 朔州市的肉类加工龙头企业

呈现集群式、全产业链发展态势，形成

“区域

+

企业

+

产品”品牌矩阵。全市现

有肉羊屠宰企业

21

家， 年屠宰加工能

力

600

万只 ，加工水平全国领先 ，生产

速冻分割产品

160

多种，熟食制品近

40

种。 有

2

个年销售近

5

亿元的龙头企

业。“右玉羊肉”“怀仁羔羊肉”先后获得

国家地理标志，品牌价值分别为

9.67

亿

元、

46.78

亿元。 连续举办了

7

届山西

? �

怀仁羔羊肉交易大会。

2024

年市财政分

别拿出

550

万元、

55

万元支持建设怀仁

市羊肉产品可追溯体系和右玉生态羊

产业链全程溯源系统平台。

朔州奶牛业有

50

多年的发展史，历

经了家庭传统分散养殖、集中入园规模

养殖到现代化养殖三个阶段，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以社会奶牛场为主体的适度

规模养殖模式。 近年来，朔州市坚持标

准化建场、现代化管理、精细化饲喂，着

力推进奶牛场的升级改造，提升奶牛业

整体发展水平，培育了以古城乳业集团

为“链主 ”，平川四县区

10

个重点奶牛

乡镇为中心，联农带农更加紧密，集种、

养、加于一体的乳业产业链。 现有现代

化奶牛场

121

座。 奶牛存栏、鲜奶产量

均占到全省的近一半，所产生鲜乳乳脂

率、乳蛋白率均高于国家标准，是全国

重要的优质奶源基地。 拥有古城乳业集

团 、 应县雅士利

2

家乳品加工龙头企

业。

2024

年还制定了《关于推进现代奶

牛智慧牧场的指导意见》， 计划每年推

进建设

3

—

5

个智慧牧场。

走好绿色种养循环之路

贯彻农业农村部北方农牧交错带农

业结构调整“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核

心宗旨，朔州市把握草牧业和粮食安全

的内在本质联系，统筹肉蛋奶和主粮等

初级产品供给，把“饭碗”端牢端好。 推

进“草—畜—肥—田—粮”种养结合、绿

色循环，形成牛羊粪肥资源化和玉米秸

秆饲料化互促共进的“朔州模式”。

630

万只肉羊、

15

万头奶牛 、

25

亿

斤粮食，“雁门粮仓”丰足殷实。 立足区

位优势、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 ，朔州市

把草牧业作为推动农业农村和农民稳

定增收的主抓手，秉持“立草为业，草畜

结合，以草促牧，以牧富民”，突出发展

牛、羊、草三大产业，建设优质牧草 、优

质奶源 、优质肉羊三大基地，培育百亿

级乳业、 百亿级肉业两条全产业链，走

出了一条立草为业、牧业发达 、农牧融

合、特色高效的草牧业发展路子。 草牧

业对一产的贡献率大幅提升，农村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生产经营性收

入来自草牧业的占到

50%

以上。

推动草业和养殖业互促共生、共

同发展，是草牧业发展的关键。 朔州市

一方面积极推进草畜一体化 。 鼓励大

中型奶牛场、肉羊园区种植苜蓿 、青贮

玉米和燕麦草 ，并将粪肥还田，实现种

养结合、农牧循环。 以山阴县古城 、驿

泽 ， 怀仁

市犇

康等千头现代化奶牛场

为代表 ， 种植苜蓿 、 玉米均在千亩以

上，体现了种养结合、牧草就地就近供

应的特色 。 另一方面引导养殖场使用

本地苜蓿、燕麦草。 市县畜牧部门多次

召开种草大户和奶牛养殖场的见面对

接会和培训 ，组织奶牛养殖场人员 ，参

观苜蓿收割和青贮加工现场， 见证裹

包苜蓿产品质量 ，消除养殖场顾虑 ，打

通草畜通道。

右玉县农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郝凡介绍：“苜蓿是牧草之王，蛋白含

量高，综合营养价值显著高于玉米和小

麦等粮食作物，是奶牛生产优质、高产、

安全原料奶的基础。 我们公司年均苜蓿

保有量在

3000

亩以上， 年产苜蓿干草

2400

吨， 可为

2400

头奶牛提供优质饲

草， 添加到奶牛全混合日粮饲喂后，奶

牛单产鲜奶能达到

28

公斤—

80

公斤 ，

乳蛋白含量达到

3.0％

以上， 乳脂肪达

到

35％

以上， 具有良好的饲喂效果，实

现奶业增产，又可为奶农增收

200

万元

左右。 ”

（王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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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大师课》开讲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