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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肉牛产业是一个中轴产业，上连种植业，
下连加工业，并对第三产业有显著的辐射带
动作用。

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铆足干劲，让
‘四个蹄子’追赶‘四个轮子’，加快把‘秸秆变
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打造成富民强省
的标志性工程。”

数据显示：
一季度，全省肉牛饲养量达到 462.4 万

头，同比增长 10.9%；存栏 390.8万头，同比增
长10.9%；出栏71.6万头，同比增长10.6%；

一季度，全省肉牛饲养能力千头以上大
项目共计 224个，比去年增加 15个。已完成
项目69个，比去年增加7个；

一季度，全省规上涉牛企业 8户，总产值
达31.2亿元，同比增长31%，全省肉牛集群全
产业链达2000亿元，同比增长7.6%。

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我省聚焦畜牧业高
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
牛建设工程的主动作为和创新探索。

发展黄牛养殖，迈上富裕路

五月的桦甸，草青牛肥。
家住二道甸子镇的李宏峰起床后，给牛

喂水、准备饲料、打扫牛圈……虽然忙碌，但
李宏峰却打心眼儿里高兴。

“现在的政策真好，你看，当初的几头牛
已经发展到如今的 96头。”指着牛舍里膘肥
体壮的黄牛，李宏峰乐得合不拢嘴。

发展黄牛养殖，让李洪峰这样的养殖户
走上了致富路。近年来，桦甸市立足资源禀
赋和发展优势，将黄牛产业作为农民增收的
主导产业来抓，并在实践中探索新的肉牛发
展方式。

截至2022年末，桦甸市肉牛饲养量达25
万头，增长 23%，存栏量达 16.5 万头，增长
21%。9个乡镇肉牛养殖量全部突破万头以
上，千头以上肉牛村 41个，新增养殖户 1000
户。

养得好还要卖得好，2022年 7月 4日，桦
甸市永盛黄牛交易市场开业运营，解决了很
多肉牛养殖户的困扰。每天一大早，交易市
场人头攒动，从各地赶来的养牛户纷纷将带
来的黄牛卸车入圈，客商通过客户通道精心
挑选。为了让群众养好牛，政府积极引导养
殖户转变经营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为养而种，为牧而农，草畜平衡，农牧结
合。我省肉牛产业走出了一条良性发展之
路，全省33万养殖户也因此踏上了致富路。

秸秆综合利用，书写环保“绿”文章

秸秆浑身都是宝，就看能不能用好。
过去在农业生产中，农田秸秆处理一直

是困扰农民的难题。如今在蛟河市前进乡，
普通秸秆成了抢手的“香饽饽”，秸秆变“肉”
工程既解决了秸秆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问
题，又有效解决了牲畜的饲草问题。

王大哥是远近闻名的“牛人”，在王大哥
的牛舍中，40多头牛各个膘肥体壮，毛色光
亮。院内打包回来的秸秆堆积如山，叠放整
齐。在多年的实践中，王大哥尽可能地利用
秸秆作为饲料，节省了养殖成本。

今年，前进乡共投入打包离田设备 12
台，累计完成秸秆离田5.7万亩。

农安县杨树林乡牛尾巴山村以农业为
主，村里 2万余亩耕地，大部分种上了玉米，
秸秆量较大。近几年，村里大力推进肉牛养
殖，把庄稼收割后的大部分秸秆用来当饲料，
村民既种地又养牛，一年在家挣两份钱。

两年前，牛尾巴山村一共养了 600多头
牛，而现在，已经超过 1700头。“基本上地里
的秸秆本村就能消化，大型农机收割时直接
将秸秆打碎，配上精饲料加工后便可形成牛
羊的饲料，成本不高，一吨一千多元，一头肉
牛从出生到出栏大约消耗4吨左右。现在养
一头肉牛的纯收益与一公顷玉米地差不多，
还不耽误种地，村民养牛的积极性都挺高。”

村民算了一笔账。
2022年，农安县秸秆收集总量为222.9万

吨，秸秆饲料化为 101 万吨，饲料化率为
45.31%。

在全省各地，个体养殖户基本采取半牧
半舍饲，也就是放牧和圈舍饲养相结合的养
殖方式，每年冬季都需要大量的玉米秸秆，这
也让当地的玉米秸秆有了更好的去处。结合
当地地理优势，村民走上增收致富的“牛路
子”，努力让小秸秆实现大作用，书写环保

“绿”文章。
在推进“秸秆变肉”工程中，我省还依托

省内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开展秸
秆饲料化利用关键技术与配套装备研制等方
面的科技攻关，强化秸秆饲料新技术普及和
新产品研发。大力推广秸秆青(黄)贮、氨化、

膨化和全混合日粮等加工技术，增强适口性，
增加采食量，改善消化率，提高秸秆饲料化利
用率。

“放母还犊”，培育“牛”老板

走进镇赉县和合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一排排现代化钢架结构牛舍排列整齐，膘
肥体壮的肉牛悠闲地晒着太阳。“在政府的
扶持下，我们创办了养牛场，收入逐年增
加，辐射带动周边村民一起养牛致富。”和
合牧业总经理谷月说，借助脱贫攻坚政策，
政府投资 2.5亿元建设 4个肉牛养殖扶贫基
地，鼓励企业租赁经营，采取“政府+龙头企
业+农户”模式，夯实肉牛产业基础，经过几
年发展，企业肉牛养殖规模发展到 1.3 万
头。

适宜的环境、优质的牧草，是镇赉县发展
肉牛养殖业的天然优势。如何依托这一优
势，全局谋划肉牛养殖全产业链，实现持续良
性发展？镇赉县紧紧抓住“秸秆变肉”暨千万
头肉牛建设工程机遇，将肉牛产业作为全县

“三双一旅”战略重要一环，制定出台《镇赉县
“十四五”时期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
见》和《镇赉县发展壮大肉牛产业十八条政策
措施》，明确“强基、扩面、提质、延链、赋能”肉
牛产业发展十字方针思路，强力推动肉牛产
业快速发展。

“过去，养殖户往往采取‘单打独斗’的养
牛方式，要实现肉牛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
标准化发展，就必须走合作之路。”众合牧业
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杨秀超颇有感触。从去
年3月开始与和合牧业合作，以2.6万元/头的
价格购进 100头怀孕母牛，母牛生产后和合
牧业再以1.1万元/头价格回购牛犊，这种“放
母还犊，保底回收”的方式不仅为杨秀超吃了
一颗“定心丸”，也让当地更多的农户当起了

“牛”老板。
近年来，镇赉县鼓励引导龙头企业将经

营重点由肉牛育肥向引母扩繁转变，由重点
支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向“企业+农户”合作
发展转变，采取“放母还犊”“母牛超市”等形
式带动农户养殖，迅速壮大肉牛养殖规模。
截至目前，和合牧业累计下放优质母牛 2312
头、回收牛犊453头。

“吉牛云”让智慧牧场走进现实

产业要发展，科技要先行。
“吉牛云”大数据平台的上线，颠覆了以

往大家对畜牧养殖业的认知和理解。“吉牛
云”平台之下的“智慧牧场”，加快了我省千万
头肉牛工程建设的步伐。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
求，加快推进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赋能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2021年，吉林北信与省畜牧业
管理局共同开发了具有“吉林”属性的“吉牛
云”大数据平台。“吉牛云”平台利用物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数
据为核心，促进吉林省肉牛全产业链数据深
度融合，搭建肉牛产业大数据资源池。

“吉牛云”到底有多牛？
2021年10月，“吉牛云”平台联合省畜牧

局，共同推动开展肉牛大数据繁育体系建设
试点，建立依托于“吉牛云”的肉牛繁殖员信
息化平台“吉牛云繁改系统”，将肉牛繁殖员
纳入平台统一管理，实时填报冻精信息、母牛
信息、犊牛信息全链条数据信息，确保省内优
质冻精直销到场到户，全程跟踪种牛繁育信
息，为种群高效选育和推进肉牛产业发展提
供基础数据支撑。伊通县、榆树市“吉牛·云
繁改”试点，截至 2022年 6月，平台已注册登
记繁改员1467人。

与此同时，在“吉牛云”大数据平台现有
功能的基础上，正在开展全省肉牛大数据选
种选配体系建设试点研究与技术开发，解决
种源“卡脖子”难题。

此外，“吉牛云”联合银行保险等金融机
构，合力推进“活牛抵押登记+农户自愿保险+
银行跟进授信+活体抵押监管”活牛贷款抵押
业务。

在平台“吉牛云健康”版块，基于物联网
与人工智能技术为主的肉牛疾病预警、智能
诊断、疫病防控及专家服务为一体的肉牛智
慧健康监测体系，为养殖场（户）牛只提供健
康防疫服务，采用智能设备采集牛只健康数
据。

我省还将借鉴河南省DHI助力“两牛”产
业发展经验，加快推进吉牛帮乡村服务站建
设，结合“一村一名大学生兽医计划”，通过

“一键呼叫”的方式为养殖场（户）提供繁改、
兽医、融资、保险、交易、技术指导、政策宣传
等综合性服务，力争到今年8月完成1000个、
到2024年实现3000个服务站建设，构建肉牛
数字化服务体系。

牛“龙”在田
——我省高质量推进“千万头肉牛”工程纪实

□ 本报记者 石巍 徐文君

蹲点笔记

减资公告
吉林省鑫盛腾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581MA84NKCJ7C）经研究
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资，注
册资本由人民币壹仟贰佰万元
整减至贰佰万元整，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到公司申报债权债务，逾期
视为自动放弃权利，本公司将依
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申请减资，
特此公告。

联系人：齐琳
联系电话：13039291330
地址：吉林省梅河口市恒大

翡翠湾一期第S7⋕幢113号房
遗失声明

梅河口市王福食品加工厂
公章（编号：2205811475992）、财
务章（编号：2205811474068）法
人 （ 王 福 ，印 章 编 号 ：2205811475045）遗 失 ，声 明 作
废。

遗失公告
梅河口市清泉牧草羊庄（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220581MAC8D9PK4L，法 人 ：
赵泉）《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副本遗失，经营地址：吉林省梅
河口市解放街7110-4745∕2-027∕251（1-2）-13（银河大街 428号
桃 源 新 村），许 可 证 编 号 ：JY22225000211838，声明作废。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张焕忠，房

屋坐落:辉南县朝阳镇爱国街六
委六组，建筑面积:25.35 平方
米，用途:住宅，房权证辉朝字第0002340。由配偶宋玉珍继承该
房屋，其他继承人自愿放弃。与
此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对此公告
有异议的，应在公告之日起十五
个工作日内向辉南县不动产登
记中心提出异议申请，逾期不申
请异议的，不动产部门将为其办
理继承登记。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房屋所有权继承与赠与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董天真，房

屋坐落:辉南县朝阳镇工农街八
委一组，建筑面积:74.14 平方
米，用途:住宅，房权证辉朝字第0025547 号，由次子董新瑞继承
该房屋，配偶杨金荣将房屋一半
所有权赠与给次子董新瑞，其他
继承人自愿放弃。与此相关的
利害关系人对此公告有异议的，
应在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
内向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提
出异议申请，逾期不申请异议
的，不动产部门将为其办理继承
登记。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董学仁，房

屋坐落:辉南县朝阳镇国税局住
宅楼，建筑面积:107.12平方米，
用途:住宅，公有住房买卖契约
书 编 号:000300301030504009
号，由子女董晓佳继承该房屋，
其他继承人自愿放弃。与此相
关的利害关系人对此公告有异
议的，应在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
作日内向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
心提出异议申请，逾期不申请异
议的，不动产部门将为其办理继
承登记。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周玉琴，房

屋坐落：辉南县朝阳镇杉松岗镇
安山卜村安山卜屯，建筑面积:68平方米，用途:住宅，吉房权辉
字第/号。由子女孟兆金继承该
房屋，其他继承人自愿放弃。与
此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对此公告
有异议的，应在公告之日起十五
个工作日内向辉南县不动产登
记中心提出异议申请，逾期不申
请异议的，不动产部门将为其办
理继承登记。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房屋所有权继承与赠与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林秀峰，房

屋坐落:辉南县朝阳镇，建筑面
积:36 平方米，用途:住宅，房权
证号:/（回迁后房屋坐落:辉南县
朝阳镇馨园 3 号楼 1 单元 201
室，面积:73.45平方米，用途:住
宅，协议编号:129号）；由子女林
彬继承该房屋，配偶冯玉珍将房
屋一半所有权赠与给子女林彬，
其他继承人自愿放弃。与此相
关的利害关系人对此公告有异
议的，应在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
作日内向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
心提出异议申请，逾期不申请异
议的，不动产部门将为其办理继
承登记。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