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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畜牧产业
扶贫模式探讨

［√］泾源县和海原县的肉牛产业扶贫案例，对其他地区发展畜

牧产业扶贫提供了借鉴。

文｜胡骏  孙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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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是我国重要的回汉聚居之地 ,

多年来一直被誉为畜牧业发展的重要基

地 , 具有发展畜牧业的历史与经验。西

海固地区是宁夏的深度贫困区，覆盖今

宁夏的固原市原州区、西吉县、泾源县、

彭阳县、隆德县，吴忠市的同心县，中

卫市的海原县等国家级贫困县，1972

年就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不

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有着“苦

瘠甲天下”之称。探讨宁夏畜牧产业扶

贫模式对于推进宁夏贫困地区脱贫攻

坚事业有着重要的作用。

泾源县肉牛产业扶贫模式
泾源县针对本县耕地少、饲草缺、

肉牛饲养总量不大等现实问题，及时调

整产业发展思路，把以安格斯高品质肉

牛养殖为主的草畜产业作为脱贫攻坚主

导产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确定了“优

质 + 高端”产业发展定位，坚持安格

斯高档肉牛和西门塔尔肉牛两个品种同

步推进原则，走两条纯种繁育路线，全

力打造宁夏乃至西北地区纯种安格斯肉

牛繁育基地和供应基地。 

在推进草畜产业发展过程中，泾源

县构建了“企业 + 合作社 + 贫困户”模式，并采取

“2+3”（2 头安格斯牛 +3 头育肥牛）或“3+2”（3

头安格斯牛 +2 头育肥牛）养殖模式，保证养牛的

建档立卡户至少拥有 5 头牛，不足者需在原有基

础上用安格斯肉牛和西门塔尔肉牛进行补栏。该模

式主要是泾源县政府与新疆天山牧业有限公司合

作，由天山牧业有限公司统一从澳大利亚引进安格

斯高档基础母牛（2016 年引进 10000 头），农牧部

门为每头牛打耳标，建档立卡，然后通过合作社

或以村为单位发放给社

员或农户，优先精准向

建档立卡户投放。通过

政府向社会购买社会化

服务的方式，公开、优

选天山牧业承接全县畜

牧兽医技术服务工作，

负责提供安格斯肉牛的

冷配、防疫、消毒、技

术指导等服务。此外，

引进 纯 种安 格斯基 础

母牛的农户不得私自出

售牛犊，对 6 个月到龄

后的公牛犊，由天山牧

业按高于市场价的 36%

进行回购，进行标准化

育肥、屠宰，走高端化

产品市 场，母牛犊则留

给农户用于继续扩繁。

新增育肥牛主要是西门

塔尔肉牛（2016 年引进 

6000 头），由农牧局牵

头，各乡（镇）负责自

行组织购牛发放给农户

进行育肥，畜牧站提供

技术服务，由农户自行

销售。 

该模式中，为了推

进安格斯高档肉牛在当

两个案例具有比较
多相似之处，都是
采用“ 企 业 + 合 作
社 + 贫困户”的模
式，通过企业带动、
合作社联通，帮助
贫困户脱贫。同时
政府在其中进行牵
头、补贴，金融机
构 提 供 资金 支 持，
为贫困户带来创收
与脱贫机会，鼓励
了合作社的推广与
发展，同时利于企
业扩大肉牛育肥的
空间和规模，实现
了贫困户与企业的

“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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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纯种繁育，泾源县政府对其实施很多普惠性

优惠政策，即除建档立卡户外，很多方面对非建档

立卡户实行同等扶持政策，让他们做给建档立卡

户看，带着建档立卡户干。

第一，政府对每头安格斯基础母牛补给天山

牧业有限公司 15500 元，其中农户自筹 3000 元，

政府补贴 2500 元以及向农户发放 2 年期贴息贷

款 10000 元，减轻了农户负担。

第二，对安格斯基础母牛全部实施保险政策，

每头保费 375 元，其中农户自筹 75 元，政府补贴 

75 元，剩余保费由农牧局整合资金补贴解决，每

头保额 10000 元，降低了农户风险。

第三，牛棚建设上按照每平方米 100 元的标

准进行补贴（2017 年，在市场肉牛数量几乎饱和

状态下，该项政策已取消）。

第四，饲草购买上，凡从饲草配送中心购买

饲草（主要是青贮玉米）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每吨补

贴 120 元，非建档立卡户每吨补贴 80 元。

第五，“见犊补母”政策，对繁殖犊牛的基础

母牛每头补贴 500 元，每季度验收一次，并以“一

卡通”形式兑付补贴资金。 

此外，为了扶持合作社发展，政府对合作社实

行一定补贴政策，一是基础设施建设上，牛棚按

每平方米 100 元标准进行补贴，青贮池按每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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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80 元标准补贴 ；二是实行“以奖代

补”政策，对考核靠前或肉牛规模达到

一定数量的合作社进行不同程度奖励。

海原县肉牛产业扶贫模式
海原县肉牛产业扶贫模式主要依

托华润农业有限公司，为华润集团对宁

夏海原县定点扶贫重点项目。华润农业

有限公司肉牛养殖基地于 2014 年 8 月 

28 日正式开工建设，基地位于海原县

曹洼乡。该项目主要是在海原县设立肉

牛育肥繁殖基地，重点帮扶海原县发展

肉牛养殖产业。 

海原县在探索肉牛产业扶贫模式

中，也主要采取“企业 + 合作社 + 贫困

户”模式。该模式与当地农户的主要合

作方式之一是企业通过引进优质的西

门塔尔基础母牛，形成“基础母牛银行”

基地，并对每头母牛进行编号建档，然

后企业以赊销方式将基础母牛（9—12 

月龄）赊销给合作社，由合作社分发给

农户或直接由企业赊销给有养殖意愿

及养殖能力的贫困农户饲养，并为每头

母牛提供 3 年期无息贷款 6000 元，其

余费用贫困户需自行承担，即一头价值

10000 元的基础母牛，农户只需 4000

元即可领回家饲养，大大减轻了农户经济压力，但

每户赊购数量不能超过 5 头。

对于有养殖意愿但没有养殖能力（如年龄偏大

或身患残疾等）的贫困户，可采用“托管代养”形式，

即农户从公司赊购基础母牛，托管给公司代养，到

期享受分红，但其间一些费用如饲草料费须由农户

承担。农户将基础母牛饲养至可生育月龄（一般为

15 个月左右），由华润公司安排技术人员到户进行

配种。基础母牛生产的母牛犊由农户进行饲养繁

殖，扩大种群，公牛犊由农户进行一段时间育肥后

（一般为 12 个月龄、350 斤重左右）由华润公司

以高于市场价 1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回购价格一部

分用于顶抵农户贷款，剩余部分为农户所得，这大

大降低了农户所承担的风险。在此期间，公司除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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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统一技术服务、统一配种等，还可对饲养过程

中状况较差的母牛进行更换等服务，进一步降低

农户的养殖风险。目前，该项目已覆盖全县所有乡

镇，累计投放量达 8000 头左右。 

对于缺乏赊购资金的农户，该县金融机构也

有一定优惠政策。农户可通过扶贫小额信贷，无

担保无抵押进行 3 万—5 万不等的贷款，金融机构

只以贷款基准利率收取利息，缓解农户资金压力。 

该项目中，县政府还将对赊购母牛的农户进行

补贴，2016 年补贴标准为 1000 元 / 头，今年该

数字提高到 2000 元 / 头，但对母牛补贴数量加

以限制，最多补贴 3 头，即最多 6000 元。在县统

一标准下，有些乡镇根据自身情况加大补贴力度， 

如曹洼乡利用社会帮扶资金每头母牛多补贴 1000 

元，即 3000 元 / 头，引起较好反响。

经验与不足
泾源县和海原县的肉牛产业扶贫案例，对其他

地区发展畜牧产业扶贫提供了借鉴。两个案例具有

比较多相似之处，都是采用 “企业 + 合作社 + 贫困

户”的模式，通过企业带动、合作社联通，帮助贫

困户脱贫。同时政府在其中进行牵头、补贴，金融机

构提供资金支持，为贫困户带来创收与脱贫机会，鼓

励了合作社的推广与发展，同时利于企业扩大肉牛育

肥的空间和规模，实现了贫困户与企业的“双赢”。

尽管宁夏泾源县和海原县在畜牧产业扶贫方

面走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扶贫任务还相当艰巨，仍

面临较多问题。 

一是整体链条尚未形成。虽然两个县均推崇 

“企业 + 合作社 + 贫困户”模式， 但在实践中，企

业与合作社、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的链条并不完善，

尤其合作社在其中“双向互联”的作用并没有很好

发挥，有的只是摆设，存在的意义比较有限。 

二是分散养殖为主，规模化不足。调研中发现，

由于合作社发挥的作用有限， 肉牛的养殖仍多以农

户各自分散养殖为主，每户养殖数量比较有限，这

样不利于实行精细化管理，管理相对粗放。农户

传统饲养方式相对落后，肉牛品质难以保障，也不

利于饲养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成本较高，同时提供

社会化服务的企业也面临较大的服务成本。 

三是对政府和政策的依赖性较强。两个县依

靠肉牛产业开展扶贫的模式很有借鉴意义，但是

政府政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较为显著，产业本身

缺乏自主性和市场性，一旦政府政策取消或改变，

两个肉牛产业扶贫案例的持续性将得到挑战。 

四是企业销售市场狭窄。新疆天山牧业有限

公司和海原华润农业有限公司未能充分发掘和积

极寻找潜在的销售市场，多集中在大陆和港台地

区，没有及时对接和借力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挖

掘潜在市场，如果能充分利用世界市场广阔的潜 

在需求空间，同时整合各种资源，就能更好地带

动农户参与，实现更大程度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