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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河口市大力发展肉牛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纪实—梅河口市大力发展肉牛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纪实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隋二龙隋二龙

梅河口市肉牛养殖数量达6.57万头

全市肉牛养殖户为0.38万户

秸秆饲料加工车间

魅力乡村绽新颜 记者 隋二龙/摄

牛心顶镇肉牛养殖场

全自动投料 赵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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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养殖拓宽增收新渠道

梅河口市肉牛产业融合示范园项目，肉牛产品深加工区已完成总体工程量的70%，预计到年底，
屠宰车间和综合服务楼可投入使用。 王耀辉/摄

紧紧抓住“牛”鼻子，聚力发展“牛”
经济，带动百姓过上“牛”日子。

近年来，梅河口市深入贯彻落实省
“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工程总体战
略部署，依托梅河口市农业产业发展“十
百千万”工程，大力发展肉牛养殖产业。

截至目前，全市肉牛养殖数量已经
达到 6.57 万头，肉牛养殖户达 0.38 万
户。肉牛养殖产业已成为实打实的优势
产业、特色产业、富民产业。

乡村养牛乡村养牛：： 增收致富“犇”幸福

陈家村是远近闻名的养牛村，历史
悠久，经验丰富，养牛户数占全村总户数
的三分之一。

梅河口市开展“十百千万”和“双百”
“双二百”工程之后，陈家村依托本村的
养牛经验和发展优势，去年5月，在市委
统战部的大力支持下，由陈家村村集体、
梅河口建设集团、陈家村农户三方共同
投资建设的陈家村养牛场正式挂牌。

养牛场采取“党支部+企业+农户”
的经营模式，总投资210万元，占地面积
1.2 万平方米，养殖肉牛 115 头，由陈家
村集体负责统一管理，聘请了责任心强、
经验丰富的饲养员进行饲养和管护。年
终按照实际收益对投资方进行分红，让
村民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拓宽了增
收新渠道。村集体年利润可达10万元，
通过投资入股的方式带动村民21户，户
均增收3000元。

在新合镇东兴村，肉牛养殖带来的
经济效益已经初步显现。2021年，新合
镇党委、镇政府为了提升东兴村集体经
济效益，以党建为引领，广筹资金建设了
东兴村集体牛场，占地面积 3600 平方
米。

经过两年的发展，牛场直接创造的
经济效益已达到 100 万元。借着“十百
千万”和“双百”“双二百”工程的东风，东
兴村的农民心里更加有底了，抢抓机遇
将肉牛养殖产业做大做强。

“2022 年，在市政府的帮扶下，5 月
新建了养牛场，7 月完工，8 月进牛 102
头，当年年底出栏22头。2023年用回笼
资金扩大规模，养肉牛 300 头。预计今
年年底村集体收入可达150万元。”东兴
村党支部书记张金山说。

国企养牛国企养牛：： 带动引领“牛”劲足

针对梅河口市快速发展的肉牛养殖
产业，市国有企业也打出了“牛经济”组
合拳。

梅河口国有独资企业梅河口市新发
展集团与中诚银信光伏发电企业深度合
作，成立了梅河口市新发展工农商集团
永长村肉牛养殖基地。

永长村肉牛养殖基地占地面积
4000 平方米，经过升级改造，设置了肉

牛养殖区、肉牛运动区、饲料储存区等功
能区及配套设施，建成标准化牛舍4栋，
养殖肉牛500头。

永长村肉牛养殖基地还主动对接内
蒙古浩远农牧集团，引进了国内领先的
技术及科技资源，为肉牛养殖基地提供
专业的顾问咨询和肉牛引进等全方位服
务。今年1月，从内蒙古通辽引进的首
批200头西门塔尔4代500斤至600斤的
架子牛顺利到达永长村肉牛养殖基地，
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技术专家提供的方
案，进行前期的应激及防疫工作。

经过精心饲养，目前这批肉牛各项
指标正常，精神状态良好。“经过统计，每
头牛每月平均增重100斤左右。预计年

底出栏时，体重大约在 1200 斤至 1400
斤。”永长村肉牛养殖基地数据统计员贾
昀鹏说。

梅河口市新发展集团将引领带动全
市肉牛产业发展，为企业提供肉牛引进、
融资、饲料、医疗等服务。充分发挥示
范、辐射和带动作用，以此项目为基础探
索三产融合的新模式，建立肉牛养殖、交
易区域中心，将打造集物流、科普、品牌
展示于一体的农牧产品融合新业态，为
肉牛产业发展蓄势赋能。

永长村肉牛养殖基地负责人赵中军
说：“集团计划在红梅镇建设一个能饲养
1万头牛的大型牧业养殖基地。该基地
属于多产融合，内设肉牛交易市场、饲料

生产厂、养殖区和繁育区。”

合作养牛合作养牛：： 开拓新路“牵手行”

在牛心顶镇，历时5个月筹备建设，
由梅河口市融媒体中心牵头，社会资本、
中心职工、牛心顶村和搭连沟村共同投
资建设的梅河口市融媒畜牧饲养合作社
也在今年 1 月挂牌成立，合作社占地
6600平方米，建有1000平方米标准化牛
舍和 750 平方米草料棚，目前存栏优质
肉牛100头。

去年“十百千万”工程开展以来，

梅河口市融媒体中心抽调了一批青年
骨干，成立了“融媒助农工作队”。他
们与村干部交流学习，到田间地头与
农户一起劳作，融入乡村，走近群众，
努力成为善学习、懂技术、会管理的

“新农民”。
从年初肉牛进场以来，他们每天

都要来到牛场，查看牛的生长情况，给
牛喂食及清理牛舍。经过半年多的磨
炼，这些城里长大的助农工作队队员，
已经成为养牛的行家里手。“我们上周
给牛称了体重，发现增长快的牛每月
增重 160 斤，感觉特有成就感。”梅河
口市融媒体中心助农工作队队员安长
飞说。

梅河口市融媒体中心领导还带队奔
赴柳河、东丰等地考察肉牛采购事项。
工作队队员帮助农户跑手续，办执照，帮
扶现有养牛户扩大规模，解决发展中的
实际难题，并协助入股农户申请了免息
专项贷款，推动农民与专业合作社共同
发展。

安心养牛安心养牛：： 政府送来“牛保险”

养殖产业虽然收益高，但风险也
相对较大。为了让养殖户放心，全市
各级各部门纷纷出招，保障全市肉牛
产业迅速发展，健康发展。

梅河口市委、市政府积极组织银
行、保险、担保等金融保险机构，在落实
省级金融政策的同时，以市政府出资为
担保，以国有公司名义，为镇村集体肉
牛养殖场贷款，用于建造牛场及引牛等
资金投入。同时，在贯彻落实省级保费
补贴的基础上，将养殖户自身承担的
101元肉牛保费，由市财政全额支付。

“2022 年，市级层面先后出台了多
项扶持政策。在金融方面，目前已与
吉林银行达成合作协议，由市财政出
资担保，吉林银行合计授信 2 亿元，为
有肉牛产业发展意愿的镇集体贷款
100 万元，村集体贷款 50 万元，用于引
牛和养殖环节支出，并由市财政予以
贴息支持。”梅河口市“十百千万”工程
专班办公室负责人李春旭说。

梅河口市农业农村局建立了 47 名
专家组成的畜牧业专家库，为全市肉
牛养殖提供技术支撑。为基层配备
411 名产业技术指导员，做到村村有专
家，户户懂技术。同时，成立 19 个“十
百千万”督导工作组，在全系统内遴选
出 19 名畜牧专家包保全市各乡镇，每
半月不少于一次到场入户技术指导。

随着梅河口市出台一系列聚焦推
动肉牛产业发展的创新举措，一批肉
牛养殖场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

为推动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梅
河 口 市 在 肉 牛 自 主 繁 育 、肉 牛 产 品
深 加 工 、创 新 发 展 业 态 等 方 面 延 伸
产业链条，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带动更多群众从中受益，发展“牛”
经济，过上“牛”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