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
近年来，延川县充分挖掘畜牧产业能量，坚持精准支持与产业带动相结合，坚持产业发展与

扶贫政策相一致，壮大龙头产业，推动个体养殖，使畜牧业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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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XianQuDongTai县区动态

● 胡晓鹤（中）为群众赠送剪纸作品

本报讯（通讯员 贾寰）一年之计在于春，开局起势见
精神。

连日来，延长县果业中心紧抓果树春季管理关键时节，
抓早动快，深入一线，全面开展春季果树管理技术培训。

培训以12个核心区和22个“五好果园”为抓手，着力抓
点、以点串线、以线促面，从果园清理整顿、适园适树应用间
伐改造、科学整形修剪、土肥水管理、病虫害统防统治、花期
冻害防御、果园提质增效、灾害性政策保险等方面扎实开展
零距离、全方位农技培训，示范带动全县赶好初春时节、抓
好果树管理要点、打好高质量生产基础，为提高全县果业整
体质量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持续增加农
民收入贡献强大力量。

“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这是胡晓鹤心中的追求。
多年来，作为志丹县文联主席的他，带领全县广大文艺工作
者精心创作了许多传递党的声音、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
艺节目，得到了基层群众的赞誉。

2013年，胡晓鹤调任志丹县文联主席，刚一接手工作
就面临着一堆问题。为此，他到处摸底、调研、协调，梳理出
了“机构、阵地、人才、服务”四个核心问题。经过多方协调，
争取政府划拨办公用房，建成集协会办公、文艺培训于一体
的“志丹县文艺之家”，配齐办公设备和培训器材，为各类文
艺活动正常开展提供阵地保障。

“有了活动阵地，大家的艺术创作和交流有了固定场
所。”志丹县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郭海龙说。

为解决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打通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这个问题，胡晓鹤先后组织各文艺家协会成立
11支文艺志愿服务队，登记注册志愿者 200多人。组织志
愿者深入基层，开展惠民演出，义写春联，捐赠剪纸、书画艺
术品等活动，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开展文学、剪纸进校园等
活动，让传统艺术在课堂上薪火相传。

志丹县书法家协会会员任欢说：“4年时间，县文联先
后举办了 5次书法培训、2次国画培训，基层群众的书法和
国画得到普及，水平有了提高。”

为了让深藏在小县城的“金凤凰”飞出山沟沟，胡晓鹤
以举办培训、打造平台、扩大对外宣传等形式，提高全县文
艺工作者的艺术水准和知名度，重点打造文艺精品，引导全
县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了近万篇（件、幅）优秀文艺作品，先后
有40多件文艺作品荣获省级以上文艺奖项。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作为志丹县文艺界的
政协委员，胡晓鹤时刻关注着基层文艺工作的发展状况和
一线文艺工作者的困难需求，始终把推动民间文艺团体发
展和改善文艺志愿者创作环境作为重点调研方向。

多年来，胡晓鹤结合志丹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工作，深入了解基层文艺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瓶颈，梳理
重难点问题，形成意见建议 7项，为民间文艺保护传承、民
间文艺团体发展、文艺志愿服务发展等工作发声建言。

在胡晓鹤等政协委员的呼吁下，志丹县委、县政府高度
重视全县文艺事业发展，出台《志丹县优秀文艺作品奖励办
法和优秀文艺人才培养办法工作方案》，设立100万元专项
基金，扶持全县文艺事业发展。

此外，胡晓鹤还经常深入到基层群众中去，听民声察民
意，做好调查研究、社情民意信息的搜集挖掘工作。结合基
层群众面临的实际困难，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关于城关小学
门口交通拥堵的提案》《关于推进“全民阅读”的建议》等民
生提案。

目前，志丹县已常态化开展“书香志丹”建设，加强读书
场所建设，举办各种读书活动，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胡晓鹤：

文艺“领头雁”群众“暖心人”
通讯员 范文静

初春果树培训忙

● 果业专家为果农讲解春管技术要领

“畜”势勃发牧歌欢
——延川县畜牧产业发展纪实

通讯员 张伟 高诚

“我一个月能挣 3500元，干得好
还有 500元的奖励工资呢。”说起在合
作社的工作，延川县贾家坪镇乘风养
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员工高步进有道
不完的话，“这份工作特别适合我，作
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喂牛技术咱
从小就会，牛的一般常见病我也都可
以治……”

离家近、工资高，又是干自己拿手
活，高步进对于这份工作非常满意也十
分用心，只见他将刚刚切好的草料放进
食槽内，供牛儿们食用，在他的悉心饲
养下，每头牛都长得很健硕。

通过“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
这个依靠世行贷款成立的农民专业合
作社迅速壮大。合作社就地取材，不仅

将秸秆变废为宝，节约了成本，还为周
边农户解决了就业问题。

“我们合作社2016年成立，当时合
作社有 363户贫困户，10户非贫困户；
现在合作社主要为农户领养，共发出去
64头牛、105头猪，带动农户进行经营，
繁殖下小牛后再交还给合作社。”延川
县贾家坪镇乘风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高秋红说，“去年合作社销售了
52头公牛，均价1.9万元，收益约180多
万元，除去成本收入60万元左右，效益
很可观。下一步我们合作社将把散户
的土地和散户经营不了的牛长期租回
来。”

对于乘风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未
来的发展，高秋红充满了信心。现在，
合作社共喂养 196头牛，包含西蒙塔
尔、夏洛来、黑安克斯、秦川黄牛4个品
种，合作社正在向着大而强的目标稳步
迈进。

在贾家坪镇刘马家圪塔村伟胜养
殖基地内，总经理杨伟胜正在监控录像
上认真观察着圈舍里的一举一动。伟
胜养殖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06年，项
目总投资485万元，占地20余亩。

“我2006年开始搞养殖，到现在总
共发展存栏1800多头猪，种公猪11头、
繁殖母猪153头，根据多年养殖效益来

看，总体来说还是好着了，比做其他的
有保障。”杨伟胜说。

凭借丰富的养殖经验和县畜牧兽
医服务中心的帮扶指导，合作社的规模
不断扩大，目前伟胜合作社已成为全县
生猪养殖的模范企业。如今，合作社共
有工人 6名，都是当地的村民，有效带
动村上村民的就业，并且给周边的果农
和菜农免费提供猪粪，有效推动畜沼
果、畜沼菜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确保
了绿色可持续发展。

在延川，像伟胜合作社这样带动当
地村民提高经济收入的还有很多。在
延川县永坪镇董家湾村董海江养殖专
业合作社，一副写有“凭实干养鸡致富
靠技术产蛋发家”的对联格外耀眼，合
作社库房内整齐地堆满了一摞摞即将
出售的鸡蛋。因为合作社选用纯玉米
喂养母鸡，所以产出的鸡蛋不仅个头
大，而且品质好，在市场上十分受欢
迎。凭借着养鸡，总经理董海江也成为
当地小有名气的“能人”。

“我们现在养 1.5万多只鸡，在高
峰期每天可以产 1.4万多颗个鸡蛋，由
于鸡吃的是玉米，所以鸡蛋品质相当
好，现在我的鸡蛋主要销售到延川、子
长、永坪、延安等地，很受欢迎。”董海
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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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畜牧新发展

强服务 重科技

产业要发展，技术来支撑。近年
来，延川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围绕“规
模养殖、绿色循环，龙头带动、融合发
展”的思路，多次开展了实地培训、技术
指导、良种推广、品种改良、饲草种植加
工等服务，为提升畜牧产业科技含量、
助推畜牧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作
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延川县杨家圪坮镇后渠头村的
湖羊养殖基地中，延川县畜牧兽医服务
中心乾坤湾畜牧站站长冯志强正在为
养殖户曹小军讲解如何治疗湖羊的尿
结石病，并为羊带来了特效药。

当了解到尿结石病很好治疗时，曹
小军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这已经不是畜牧兽医服务中心
的工作人员第一次到访了。为了帮
助农户将新品种湖羊养殖好，延川县
畜牧兽医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几乎
每隔一个星期就会来观察指导。有
时遇到突发事件，只要一个电话，工
作人员也会及时赶来，帮助养殖户解
决问题。

“我身后这个湖羊，是咱们中心
去年积极对接协调引进过来的，它主
要特点是吃得少、成羔率强，每年下
两茬羔，每一茬最少 3胎。对于养殖

户来说，养殖湖羊比小尾寒羊、奶山
羊利润高，因为投资少，病情也很少，
只要养殖方法得当，还是很好养的。”
冯志强说。

随着消费市场对牛羊肉的需求增
加，一年一胎的传统肉羊品种已经满足
不了养殖户们的致富需求了，而像这样
一年多胎的新品种羊已经成为延川养
殖户的增收“新宠”。

作为首批养殖湖羊的养殖户，看着
养殖基地里不断壮大的湖羊种群，曹小
军的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

“畜牧局介绍的这些羊确实美，
这个羊一胎下 3个到 4个崽，这羊不
存在问题，而且即使有病了，技术人
员随叫随到，给咱手把手指导。”曹小
军说。

“十三五”期间，延川县畜牧兽医服
务中心大力推广长白、杜洛克、大约克
夏种猪，开展纯种繁育，生产二三元商
品猪。推广湖羊、杜泊、萨福克、白绒山
羊等良种羊，开展纯种繁育，生产商品
肉羊。养鹅户生产种蛋，为外地孵化提
供种源。

同时，延川县还采购了冷精配种设
备，选购了西门塔尔、夏洛莱、利木赞等
优良种牛冷精，从宝鸡聘用专业技术人

员，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肉牛冷精配种工
作。共人工授精改良当地牛 4890头，
平均受胎率达到了 97%以上。所产牛
犊平均体重较本交配种水平高出 20%
左右，每头牛犊较本交增收 2000～

3000元，改良成效显著。
如今，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和应

用不仅让养殖户见到了实实在在的收
益，更让延川的特色养殖迎来了百花齐
放的局面。

● 曹小军在喂湖羊

良种推广、品种改良为农民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而招商引资、人
才引进更为延川的畜牧产业注入了新
的活力。

在延川县杨家圪坮镇善佛村，总投
资10亿元的延川东方希望畜牧有限公

司，计划建设总占地面积 395.4 亩的
PS5000母猪繁殖场，项目建成后预计
亩均年产值 1亿元，亩均年税收 300万
元，带动就业50人。

在杨家圪坮镇南塬村，来自福建的
福达有机肥厂，总投资4650万元，年产

5万吨由动物粪污加工生产的有机肥
料，可极大满足农业需求。

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
链，既是畜牧产业的发展方向，更是助力
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在延川县杨家圪
坮镇桑塬村，闻名乡里的“兔司令”马军
正在养殖圈舍内认真地听着畜牧局的技
术人员讲解如何预防动物疾病。

大学毕业后，马军就选择回乡创
业。经过两年多的奋斗，一座座棚舍拔
地而起，棚内的兔子也从刚开始的 50
多只发展到如今的上万只。面对越来
越多的兔子，精明的马军借助电商平台
搞起了兔肉深加工，现在他的养殖场年
销售额已达百万余元。

“我是在2019年返乡创业，回来养
兔子，用一年的时间我们从 50只兔子
发展到 3000只兔子，在养兔子的过程
当中，县畜牧局给我们大学生返乡创业
很大支持，从技术、防疫等方面对我们
进行帮助，我们现在通过企业转型，不
但养兔子，还把兔子加工成了成熟的产
品。”马军说。

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品牌化正
在逐渐成为延川县畜禽养殖的特色。
截至 2021年 12月，全县存栏猪 7.5万
头、牛3.4万头、羊2.7万只、家禽35.8万

只、蜜蜂1万箱，生产肉类10296.21吨、
禽蛋 2935.6吨、鲜奶 372.6吨、蜂蜜 401
吨，水产养殖面积825亩，产量59吨，实
现畜牧业产值 52129.37万元、增加值
29963.96万元。

如今，畜牧业已成为农民增收致富
的新“引擎”，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
的推动作用。

“全县畜牧业将严格按照精准定位、
扩大规模、科学饲养、融合发展的思路，
大力发展以牛为主，猪羊禽为辅的畜牧
产业，支持建设规模化养殖场，开展牧草
种植加工新型品种改良、养殖场配套设
施建设、粪污资源化利用等工作，积极补
齐产业短板，延伸产业链条，进一步推进
畜牧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延川县
畜牧兽医服务中心主任张小平说。

东风浩荡征帆满，豪情满怀谱新
篇。新的一年，延川县将坚持新发展理
念，深化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
力完成生猪生产恢复发展和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大力推进畜牧业转型发
展，加快构建现代化畜禽养殖体系、动
物防疫体系、畜禽产品流通体系，不断
强化饲料、兽药和屠宰行业质量安全监
管，稳步提高畜产品供应保障能力，增
强畜牧业质量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 马军在喂养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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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畜牧新水平

强人才 重招商

● 高步进正在准备喂牛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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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畜牧新动能

强集体 重带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