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强牛产业 拓宽致富路
——自治区政协经济委员会、自治区政协委员为助推肉牛产业发展鼓呼

“人均一头牛，吃穿不用愁；人均两头牛，买车又住楼；人均三头牛，小康富
流油”。这首流传于老百姓口中的顺口溜，已成为许多养殖户发家致富的共识。

兴肉牛产业，富一方百姓。在宁夏九大重点产业中，肉牛和滩羊产业离
群众最近、对群众增收带动最大，一头连着群众的“钱袋子”，一头连着乡村振
兴的动力。截至 2020 年底，宁夏肉牛饲养量达 192 万头，较上年增长超 20%。
到2025年，宁夏肉牛饲养量达260万头，全产业链产值达到600亿元。

肉牛产业的发展质量事关乡村振兴，然而，宁夏肉牛产业仍面临着饲养
水平低、产业链条短等问题，与打造高端肉牛生产基地尚有距离。自治区政协
委员王新军、潘志军、胡秀德和自治区政协经济委员会提交相关提案，为我区
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鼓呼。

打赢肉牛产业翻身仗要抓住“牛鼻
子”。王新军和潘志军深入实地调研时发
现，受肉牛养殖资金投入大、生产周期长、资
金周转率低等因素影响，相较其他涉农产
业，肉牛生产发展存在着明显短板和不足。

“肉牛产业化基础薄弱，整个产业链条
缺乏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养殖与销售市
场脱节，产业体系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一产
向后延伸不够，二产连接两头不紧，三产发
育不足，产业融合层次低。”王新军介绍，肉
牛产业加工转化能力较低，产品附加值低，
优质不优价。品牌效应也较弱，虽已注册

“固原黄牛”“西海固”等区域公用品牌，培育
“穆和春”“臻回味”等企业品牌，但带动效应
不强。

王新军和潘志军联名提交提案，呼吁
根据肉牛产业发展规划布局，借鉴已有的行
之有效的政策和做法，设立专门产业基金，

加大对肉牛产业的支持倾斜，从生产端、加
工端、市场端全方位谋划，统筹加快肉牛产
业培育发展，以规模化和标准化养殖、精深
化加工、品牌化营销为主要方向，设置差异
化补助标准，引导、推动肉牛产业高质量发
展。制定出台产业链关联企业建设用地及
税收等方面优惠政策，加强加工龙头企业引
进落地。

要在全产业链上加快肉牛肉羊产业发
展。以推进建立广泛、稳定的养殖户与加工
龙头企业利益联结机制为基本方向，围绕加
工龙头企业稳定生产和品牌化营销发展需
要，调整对养殖户补贴资金发放到位方式，
按养殖周期分段设置差异化补贴标准，推动
形成以加工龙头企业为中心、辐射两端的产
业化体系，提高标准化养殖水平，延长产业
链、增加附加值，最大程度提高肉牛全产业
链效益。

自治区党委确定肉牛和滩羊产业为重
点发展的特色优势产业之一，已经写入宁夏

“十四五”发展规划，这必将对产业高质量发
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新发展格局下，产业发展迎来重要发
展机遇期。自治区政协经济委员会提交集
体提案，建议针对奶产业、肉牛和滩羊产业、
绿色食品产业等没有建立协会的产业，由相
关部门出面协调，尽快建立行业协会，促进
产业高质量发展。

行业协会作为非营利性社团组织，具
有沟通、协商、监督和服务等功能，有助于推

动行业整体发展，规范行规行约，促进行业
自律发挥重要作用。自治区政协经济委员
会建议对已经建立的行业协会，由相关部门
指导进一步规范完善章程和运行规则，促进
共同健康运行。

政府应充分发挥好行业协会作用，
通过考核，对优秀的行业协会，每年给予
一定数额资金奖励，促进其正常运行。
产业协会应规范肉牛产业内各企业行
为，促进行业自律，共同拓展市场，避免
恶性竞争，加强科技创新，推动产业高质
量发展。

“发展肉牛产业，必须从基础抓起，搞
好犊牛繁殖。”胡秀德谈道，固原市的肉牛冷
配改良从上世纪 70年代末开始示范推广，
先后引进秦川、短角、西门塔尔、安格斯等国
内外优良肉牛品种改良当地黄牛，肉牛良种
化程度显著提高。同时也遇到肉牛繁育环
节缺乏资金支持、饲养基础母牛管理技术相
对滞后、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当家品种、肉
牛品种质量优劣不一等问题。

“建议以市场为导向，立足现有母牛群
体，盘活现有种质资源，完善良种繁育和技
术体系。确立西门塔尔和安格斯两个肉牛
品种，培育固原黄牛新品系的‘二纯一优’牛
种品牌路线，进行种源保护和提纯复壮，辐
射带动养殖场（合作社）、示范村、养殖大户，
进一步巩固基础母牛群。”胡秀德认为，需依

托国家肉牛产业技术体系、科研院所和大专
院校的科研力量，围绕肉牛产业发展中遇到
的瓶颈问题，开展联合集中攻关，提升产业
科技创新能力。

应深度开发人才“第一资源”，积极引
进和培养各类“牛专家”“牛企业”，振兴肉牛
经济，以人才发展助推产业发展。采取多层
级系统培训，畜牧技术骨干由国内顶尖专家
进行一级培训，技术骨干对场、户养殖人员
进行二级培训，扩大新技术推广覆盖面。利
用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媒体，打造立体、
可视化培训体系，实现肉牛全产业链技术全
覆盖。加大高效实用、轻简化技术的转化应
用，注重基层技术人员的技术培训与知识体
系更新，提高肉牛生产的技术含量与产业化
经营管理水平。

本报记者 张红霞

宁夏地处国际公认的黄金奶源带，气候干爽，日照充足，冬无严寒，夏无
酷暑，发展奶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到 2020 年底，我区奶
牛存栏量净增 13.68 万头；奶牛规模化养殖水平达到 98%以上，居全国第 2 位；
生鲜乳日产 7700 吨，跃居全国第 3 位。

“打造高端奶之乡”“把奶产业打造成千亿级产业”，是自治区党委和政府
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奶产业重点要强化良种繁育、品牌经营、利益联结、精
深加工，壮大主体，保障品质，提升效益，打造高端奶之乡。宁夏奶产业持续高
质量发展的同时，面临着牛源与饲草紧张、养殖场和乳企利益联结机制不完
善、品牌建设和精深加工存短板等问题。为此，自治区政协发挥专门协商结构
作用，积极聚智聚力，为解决奶产业发展短板弱项建言献策，为建设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汇聚力量。

吴忠市利通区是宁夏奶产业的发源地及
核心区之一，是国内奶牛存栏量最大的县区。

6 月 9 日，全区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经验交
流会在吴忠市召开，与会人员到宁夏伊利乳业
有限责任公司智能化车间观摩，看到每一盒牛
奶从密封到吸管粘合、再到装箱后分垛叠放，
所有步骤都是自动化，车间内几乎见不到工
人，了解到该公司已投入生产线 46 条，日均收
奶量及产能达到 3800 吨，大家纷纷点赞，现场
说想法、提建议。

奶产业是宁夏九大重点产业之一，也是政
协各参加单位和政协委员建言献策的焦点。
十一届自治区政协以来，立案（含并案）办理奶
产业相关提案 20 余件，力促我区依托“黄金奶
源”禀赋，打造高端奶之乡，用金点子助推产业
快速发展。

作为农业界别的自治区政协委员，鲁宝杰
特别关注奶产业发展情况。2019 年，自治区政
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她提交的《关于振兴宁
夏奶产业的提案》被立案办理，针对宁夏奶业
发展面临社会公众对宁夏奶产业发展取得的
成绩认识不足、优质粗饲料产能不足日渐凸
显、缺少在全国叫得响的本地奶产业品牌问
题，建议把宁夏奶产业取得的成绩作为一张

“名片”大力宣传、加强奶产业发展规划布局、
探索牛奶保护价收购机制等建议。当年 8 月，
自治区政协召开提案办理协商会，把该提案办
理内容融入推进全区特色养殖业现代化专题
调研全过程，提案人、承办单位、奶牛养殖企

业、鲜奶加工企业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齐聚一
堂，推动提案建议落地。

2020 年，自治区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
鲁宝杰又提交了《关于推进宁夏奶产业可持续
发展的提案》，建议建立良种繁育体系，加大补
贴育种项目，进行高质量扩繁，对全区牛群进
行改良换代，走高质、高效、可持续发展的产业
道路，为推动奶产业发展再助力。

今年，自治区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立案
（含并案）办理相关奶产业提案 9件。

“宁夏奶产业要在 2025年达到 1000亿元产
值发展目标，所面临的土地、水资源、饲草料、
粪污处理、疫情防控等养殖资源约束趋紧等突
出问题不容忽视。”自治区政协委员王林伶、彭
生选、梅花·托哈依联名提交《关于打造宁夏牛
奶千亿产业的提案》建言献策。

民革宁夏区委会提交《关于依托“黄金奶
源”禀赋、打造高端奶之乡的提案》呼吁，加大
奶产业公益宣传力度，培养广大人民群众食用
乳制品的习惯，增强“每天一杯奶，强壮一个民
族”的意识。

“一张蓝图绘到底，抓奶产业的决心不能
减。正是凭着一任接着一任干，一抓到底的韧
劲，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将我区奶产业推向
高质量发展道路。”自治区政协委员杨红英在《关
于助推我区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提案》中写到，呼
吁立足区情，科学谋划，发挥政策导向作用，防止

“撒胡椒面”，以规模化、专业化、大集群养殖为重
点，力争早日实现千亿元产值目标。

本报记者 陈 敏

“要注意奶牛养殖规模扩大带来的碳排放
问题”“要在宣传推介上下功夫，将文化旅游和
产业发展相结合”……7 月 8 日，自治区政协农
业和农村委员会组织召开政协委员农业经济
形势分析会，委员们与自治区政协参政议政人
才库专家一同深入思考研究，为自治区党委和
政府及相关部门提出意见建议，奶产业成为重
点分析讨论内容之一。

近年来，自治区政协积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
作用，多途径为促进我区奶产业发展搭建协商议
政平台，从大处着眼，以小处入手，积极为化解奶
产业发展难题破解产业发展矛盾献策出力。

2020 年 4 月，自治区政协农业界别委员
工作室挂牌成立，组织农业界别委员、行业专
家、奶产业企业负责人等，围绕如何实现奶产
业千亿产值，开展沙龙研讨，采取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组织委员、专家帮助企业理清奶
产业发展思路，并赴灵武市召开现场协商会，
邀请自治区农业农村、自然资源、水利、金
融、林业等部门，共同出主意、想办法、提对
策，凝聚做大做强我区奶产业的共识，撰写的
3 篇社情民意信息得到自治区政府相关领导
的批示。

针对奶农反映的部分奶牛保险产品不能
完全发挥保险作用，奶牛参保一度陷入“尴尬”
境地的问题，今年 4 月 2 日，自治区政协农业和
农村委员会搭台，邀请奶牛养殖企业代表、宁
夏奶业协会负责人、保险公司代表，宁夏银保
监局、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相关
部门负责人和部分政协委员开展“有事好商
量”协商。一场多方参与的协商座谈会，大家
把问题摆到桌面上畅所欲言，奶牛养殖企业代
表和保险公司代表达成共识。

今年，围绕自治区提出的“打造奶产业千
亿产值”重大战略部署，各级政协也积极作为，

推动奶产业发展。
自治区政协经济委员会对我区肉牛和滩

羊产业、奶产业数字化建设情况进行调研，提
出围绕养殖、加工环节，加强先进设备、技术研
发、引进与应用，配套数字化信息采集系统，提
高信息采集自动化水平等建议。

吴忠市作为全区奶产业发展的核心区，在
五里坡奶牛生态养殖基地四期规划建设牧场
31个，实现新增奶牛存栏 10万头。但在项目建
设过程中，施工车辆途经的罗山大道石家窑至
石沟驿公路段设置了限高杆，禁止大型货车通
行，为不影响奶牛场项目建设进度，有部分运
输大型车辆只能从农村乡道绕道，又引发村民
投诉。为此，吴忠市政协积极搭台，邀请奶牛
养殖企业代表、奶产业协会负责人、交通和农
业农村部门负责人及部分政协委员开展“有事
好商量”协商，委员们提出分段实施限高的建
议，相关部门现场回应尽快调整限高杆位置，
确保奶牛企业饲草运输畅通。

利通区政协组织部分农业界别和经济界
别委员对奶牛良种繁育情况进行专题协商调
研，围绕奶牛良种繁育技术应用状况、配套设
施建设情况、科研进度以及奶企业培育良种奶
牛面临的问题等提出建议，将调研结果以社情
民意形式上报自治区政协。

各民主党派、各级政协和委员们持续关注
奶产业发展，积极将建议转化为社情民意信
息，自治区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利通区政
协及自治区政协委员潘多俊、沈自力、罗晓瑜、
鲁宝杰建议提出《充分发挥保险作用 防范奶
牛养殖风险》，民革宁夏区委会、自治区政协农
业和农村委员会、石嘴山市政协、利通区政协
提出《推广优质青贮玉米 补齐饲草缺口》，共
同推动我区奶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奶产业
千亿产值目标聚智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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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智赋能助奶产业迈向千亿产值
——自治区政协助力宁夏奶产业高质量发展

海原县海城镇养殖场。 本报记者 张红霞 摄

肉牛养殖成为农户致富的支柱产业。 本报记者 张红霞 摄

位于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蒙牛乳业有限公司奶制品生产线。 本报记者 陈治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