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

———西吉—西吉县发展成就巡礼县发展成就巡礼 2022年6月13日 星期一
本版首席编辑：龚其云

责任编辑：贾莉 版式设计：马小平

“哞、哞……”6月 7日，天麻麻亮，伴着此起
彼伏的牛叫声，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活畜交易市
场开市。

单家集地处宁夏与甘肃交界处，是宁夏南部
出了名的“旱码头”，是西北最大的村级活畜交易
市场，单日设集、隔日为市。

逢集时，各路商贩不约而至，大小车辆川流不
息，市场里熙来攘往，人欢、车鸣、牛哞，声声入耳；
买牛卖牛、牵牛相牛、问价喊价，句句入心。

“一年 365天，听着牛叫声入睡，喂着牛增收
致富。”赶牛集、跟牛市、念“牛经”，成为单家集人
生活的一部分。

“这头牛没怀孕，拉走。”“90后”兽医王飞龙
对牛贩子说。凡是被商贩相中的母牛，都要经王
飞龙“孕检”，避免运输过程中发生意外。

在市场工作 3年，王飞龙一天查牛 40头，有
没有怀孕，王飞龙一摸就清清楚楚。“这个娃娃是
牛市上的名人。”客商夸赞道。

“怀孕的牛和不怀孕的牛，售价相差千余
元。”有了王飞龙把关，商贩可放心购买自己看
中的牛，养殖户也可以放心出售，减少买卖双
方的损失。

商贩、兽医、经纪人各司其职，搅活肉牛大
市场。

“你这头牛咋卖？”“给 2.5万元，拉走。”“2.45

万元，不亏本。”家住兴隆镇单家集单南村的单志
强四处转悠，从形形色色的牛中搜寻膘肥体壮的
肉牛。

一旦相中，立刻出手。
“能到这里来的人，多多少少都懂一些贩牛

常识，靠眼力讨价还价。”
单志强贩牛 20多年，凭借相牛卖牛的“绝

活”，年贩卖肉牛 3000多头，成为圈内的行家里
手、肉牛经纪“达人”。

在单家集，肉牛经纪人有 100多人。依托活
畜交易市场，单家集建起大数据库、线上交易平
台，把牛生意从一个村做到全国，年活牛交易量
达30万头，交易额50多亿元。

2019年，云南客商杨轮来到单家集，见市场
管理有序，当地经纪人讲信用，肉牛品质也好，便
常住市场收牛、运输，每年向云南贩运肉牛 4000
多头。

单家集活畜交易市场辐射陕、甘、云、粤、黔
等十多个省区，长期从事收购买卖的外来客商有
100多人，周边 30多个乡镇和千余户商贩在这个
市场进行交易。

“赶一次集，能赚 2000多元，一年能赚 30多
万元。”马莲乡村民马生发借助单家集活畜交易
市场做生意，买了小轿车，修建了新房，过上幸福
生活。

一个牛市带火一个产业

单家集活畜交易市场盘活了牛经济，也带富
了一方百姓。兴隆镇姚杜村村民舍金发早期在
新疆务工，返乡后在金融贷款政策帮扶下，购买
肉牛、承包土地，开始种玉米、养肉牛。

产业扶持政策，加上自己努力，舍金发饲养
的肉牛从16头增加到现在200多头，年出栏70多
头牛，纯收入30万元。

“建青贮池补贴 5000元，‘见犊补母’每头牛
犊补贴 500元，腌制青贮饲料每吨补贴 60元。”舍
金发仔细一算，一年领到的补贴相当于 3头牛的
利润。

为了解决牛不长膘、常生病的问题，舍金发
经常参加西吉县举办的肉牛育肥、青贮腌制等培
训班，学习科学养殖技术。

现在，牛的一般病症，舍金发都能治疗。根
据育肥标准添加饲料，舍金发养牛成本降低
30%。一头牛的利润从原来 1000 多元提高到
4000多元，舍金发尝到了科学养牛的甜头。

牛越养越好，舍金发渐渐成为村里的养牛能
手。他总结自己的养牛经验和技术，给村里的养
殖户倾囊相授，还帮着村民买牛卖牛。

在舍金发的带动下，姚杜村肉牛饲养量超过
5000头，户均 10头。“养西门塔尔、安格斯优质肉
牛，喂科学配比的饲料，用钢结构智能棚圈。”姚
杜村党支部书记冯存喜说，现在村民养牛越来越
高端。

兴隆镇作为西吉县肉牛养殖示范乡镇，已形
成集改良、养殖、销售、加工为一体的产业体系，
全镇良种率达到 91%以上，防疫率近 100%，利用
牛粪生产有机肥14万吨。

高质量发展，选择因地制宜的产业是关键。
近年来，西吉县围绕肉牛做强产业文章，结

合实际推行“家家种草、户户养畜，小群体、大规
模”并举的养殖模式，走“出户入园”的规模化养
殖之路。

“通过完善良种繁育、饲草料加工调制、舍
饲高效养殖、动物疫病防控等技术保障体系，
产业呈现出规模化发展、标准化养殖、产业化
经营的强劲势头。”西吉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马
杰介绍。

如今，西吉县养殖肉牛发家致富的队伍逐年
壮大，形成了“一户带多户、多户带一村、一村带
多村、多村成基地”的区域化、规模化发展格局，
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

肉牛产业已成为西吉县四大优势特色产业
之一，成为全县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增加
农民收入的主要措施，全县肉牛饲养量超过45万
头，肉牛产业总产值达 22.5亿元，提供农民年人
均可支配收入2769元。

经过多年发展，基本形成了政府主导、产业
化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广泛参与的现代化肉牛产
业集群，全县现有肉牛养殖户 4.5万多户，培育存
栏万头肉牛养殖示范乡镇 9个，建成单家集等 5
个肉牛活畜交易市场。

今年，西吉县坚持“优质+高端”双轮驱动，
构建现代肉牛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推动产业布局更趋合理。初步建成“西繁东
育”“山繁川育”“户繁场育”的肉牛养殖和标准
化生产区。

形成兴隆镇单家集牛肉产品加工、配送和
流通区，以兴隆镇为主的活牛交易核心区带动
辐射马莲乡、偏城乡、兴平乡、吉强镇发展肉牛
交易区。

形成以东西部乡镇和葫芦河川道区乡镇的
山区村为主的优质饲草种植、调制及配送区，形
成以兴隆镇、什字乡、马莲乡为核心的粪污资源
化利用区。

“专业化养牛，延长产业链，降低成本，增加
效益，养牛利润稳定。”舍金发对西吉肉牛产业发
展信心更足了。

一个产业富了一方百姓

“叔、哥，你们都把玉米种上，咱们一起养牛，有钱一起
赚。”姜正强回忆起 6年前挨家挨户上门动员村民养牛的
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养牛费草又费钱，到头来还卖不了几个钱，我们不敢
跟着你冒险。”当时，姜正强的想法一提出，就遭到不少村
民的质疑，大多数人不同意养牛。

这样的事，姜正强早已料到。
姜正强家住西吉县震湖乡李章村，这是一个四面环山

的偏僻小山村。千百年来，村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
生活，对于新思想、新做法有着条件反射般的抵触。

如何打开群众心扉，让大家自愿养牛？姜正强已给村
民算好了账：种 2亩玉米，产五六吨秸秆，喂 1头牛，一年下
来能卖2万多元。

“养牛有贴息贷款，不用为没钱买牛发愁。”姜正强怀
揣账本，挨家挨户做工作，引导村民调整产业结构，合理利
用土地资源，鼓励种植玉米，并承诺收购。

2014年，姜正强率先大面积种植玉米、修建青贮池、贷
款买牛。当年秋季，姜正强种的玉米喜获丰收，亩收入
1200元，亩产秸秆5吨多。

村民看到发展产业的希望，放下心种植玉米、贷款买
牛。恰在此时，在外地务工的蒙建吉因意外导致右腿骨
折，失去干重活的能力，一家人的生活陷入窘境。

“母牛下母牛，3年 5头牛，比打工强，养牛还能照顾到
家人。”就在蒙建吉为一家人生活犯愁时，接到姜正强的电
话，建议他回到老家边养病、边发展产业。

2016年，蒙建吉贷款5万元，买回3头母牛饲养。蒙建
吉因家庭人口多，加之自己残疾，又获得贴息金融帮扶贷
款5万元，买了4头母牛。次年，7头母牛相继产犊。

一年年繁育积累，从 10头牛繁育到现在 56头牛，牛数
量渐渐多了起来，让原本宽敞的牛圈变得拥挤。今年年
初，蒙建吉出栏 18头牛，获利 7万元。多年来，他卖牛累计
收入40多万元。

“一头牛一年纯收入 4000多元，大家真正看到赚钱的
希望。”姜正强养殖肉牛的同时，还带着村民贩牛，到周边
肉牛养殖示范村学习技术，亲身体会养牛带来的好处，不
断增强村民养牛的信心。

在姜正强的带动下，李章村120户常住户有70多户养牛，
饲养量超过3000头，存栏量1000多头，户均年收入6万多元。有
了牛，大家积极改变传统观念，开始种植高效优质玉米。

“震湖乡牛存栏 7500头，打造肉牛养殖示范村 9个，5
头牛以上养殖户 622个，50头以上肉牛养殖专业户 15个，
百头以上肉牛饲养合作社 4家。”震湖乡党委书记冯良斌
说起当地肉牛产业如数家珍。

今年，震湖乡又下达 8690 头肉牛饲养任务，推动
“5360”肉牛养殖示范村建设，打造400头“出户入园”区，不断
突破肉牛产业发展瓶颈，农民增收致富的路越走越宽。

增收致富的路越走越宽
本报记者 剡文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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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数

文字：剡文鑫 制图：马小平

2017年

■ 生产总值60.02亿元
■ 第一产业14.78亿元
■ 第二产业10.45亿元
■ 第三产业34.79亿元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240元
■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01元

2018年
■ 生产总值64.77亿元
■ 第一产业17.24亿元
■ 第二产业9.15亿元
■ 第三产业38.37亿元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216元
■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308元

2019年
■ 生产总值71.13亿元
■ 第一产业19.25亿元
■ 第二产业10.02亿元
■ 第三产业41.87亿元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336元
■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16元

2020年
■ 生产总值78.73亿元
■ 第一产业23.08亿元
■ 第二产业10.69亿元
■ 第三产业44.96亿元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975元
■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92元

2021年
■ 生产总值80.69亿元
■ 第一产业20.74亿元
■ 第二产业11.31亿元
■ 第三产业48.64亿元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241元
■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772元

推动“出户入园”规模化养殖。

配套灌溉设施，山地变良田。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构建四通八达的物流路网。

调优产业结构调优产业结构，，绿了山川绿了山川，，富了百姓富了百姓。。

单家集活畜交易市场连接产销两端。

肉牛产业肉牛产业积跬步以至千里积跬步以至千里
本报记者 剡文鑫 文/图

西吉新发展新变化
百姓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