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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静县 2024 年畜牧业养殖模式转变示范项目
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新疆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规划（2023—2030 年）》

《自治区优质畜（禽）产品产业集群建设行动计划（2023—2025 年）》，

以及《自治州农业十大全产业链实施方案》《巴州畜牧产业联盟实施方案》

等系列部署，围绕深入实施畜牧业振兴行动“大力发展农区畜牧业，稳步

发展草原畜牧业”主题，立足内涵式挖潜增加肉羊产能，加快推进和静县

肉羊产业提质增效，结合我县畜牧业生产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概述

（一）项目名称

和静县 2024 年畜牧业养殖模式转变示范项目。

（二）项目建设单位名称、建设地点及建设年限

建设单位：和静县畜牧兽医站。

建设地点：和静县各乡镇（牧场）。

建设期限：2024 年 2 月—2024 年 11 月。

（三）项目建设内容

（1）优质种羊购置。购置种公羊 70 只（杜泊羊 30 只、萨福克羊 40

只）。

（2）专业技术培训。开展专业技术培训班 3 期，培训人员 200 人次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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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配备同期发情物资。购置 3 万只羊人工授精同期发情物资。

（4）人工授精定胎补助。人工输精定胎 3 万只，对实施人工授精的

技术人员给予定胎补助。

（5）培育肉羊养殖示范户。培育肉羊养殖家庭牧场（示范户、合作

社）50 家。

（6）肉羊育肥出栏。指导育肥出栏肉羊 3 万只。

（四）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本项目申请自治区畜牧业发展补助资金 200 万元。根据自治区畜牧兽

医局明确的资金投向重点，结合我县实际，资金重点用于 4 个方面，即肉

羊人工授精商品杂交、培育肉羊养殖家庭牧场（示范户、合作社）、人工

授精基础设施设备改善提升、保障技术服务和宣传培训。

二、项目区基本情况

和静县，隶属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位于新疆中

部，巴州西北部，境内山川秀丽，奇峰叠起，气候宜人，是巴州的人口大

县。县境行政区域面积 34978 平方千米，由山间盆地、山地峡谷和山前

平原三大块构成，东西长 435 公里、南北宽 150 公里。全县地方总人口

18.4 万人，由汉、蒙、维、回等民族组成，辖 8 镇、4 乡，有 59 个行政

村、31 个社区。境内驻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 3 个团场、1 个自治

区级工业园区。全县草原面积 3692.20 万亩（可利用面积 3254.86 万亩，

其中本县使用 2858.26 万亩、外县使用 396.6 万亩），其中巴音布鲁克

草原面积 2345.1 万亩（可利用面积 2070.3 万亩）。巴音布鲁克草原以

大、小尤鲁都斯草原划分使用，利用单位共计 31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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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 2023 年末乡村人口 26303 户 83724 人，其中：牧区乡村人口

5296 户 16248 人，分别占全县乡村人口的 20.13%、19.41%，主要分

布在巴音布鲁克镇、巴音郭楞乡、巩乃斯镇等 7 个牧业乡镇辖区。2023

年末全县主要牲畜（不含家禽）存栏 151.83 万头只匹（农区 55.01 万、

牧区 96.82 万），其中：牛 16.50 万头、羊 128.67 万只、马 4.03 万匹、

猪 2.56 万头、其他 0.07 万头只；牲畜出栏 119.26 万头只，其中：羊出

栏 105.39 万只、牛出栏 9.56 万头、马出栏 1.8 万匹、生猪出栏 2.52 万

头。肉类总产量 3.84 万吨、蛋类总产量 0.18 万吨、奶类总产量 2.62 万

吨。地方草食畜生产使用主要品种 4 个，分别是巴音布鲁克羊、巴州牦牛、

巴州蒙古牛、焉耆马。

三、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自治区“实施畜

牧业振兴行动、建设优质畜（禽）产品产业集群”、自治州“肉牛肉羊产

业链提升行动”，以转变草原畜牧业生产模式、保障和增加农牧民收入为

目标，通过强化品种区域布局、调整优化生产模式、配套科学生产技术、

引导转变生产观念等方式，采取商品肉羊人工授精杂交生产、培育扶持肉

羊养殖示范户等举措，促进农牧民“在养殖增产中获得增收、在增收中推

动生产方式转变”，加快构建周转科学、组织有序、产出高效的肉羊生产

模式，推动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变，促进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

（二）生产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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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静县 2024 年畜牧业养殖模式转变示范项目坚持“因地制宜、突出

重点、注重实效、激发活力”的原则，实施区块化推进。在巴音布鲁克镇

（含 3 个国有牧场）、巴音郭楞乡以巴音布鲁克羊种羊场为示范，侧重做

好巴音布鲁克羊提纯复壮，加大种质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在品种保护基

础上加强和规范种羊场建设，扩大选育范围，培育优质种源，不断提升种

羊质量和优良种羊供种能力。在和静镇、哈尔莫敦镇、巴润哈尔莫敦镇、

乃门莫敦镇、协比乃尔布呼镇开展肉羊商品杂交，以点扩面辐射带动巴伦

台镇、阿拉沟乡、额勒再特乌鲁乡、巩乃斯镇开展肉羊商品杂交生产。

四、任务分配

（一）建立和静县商品肉羊杂交生产体系，年内开展商品肉羊杂交 3

万只。具体任务分配如下：

（1）哈尔莫敦镇：人工授精杂交生产 1.2 万只；

（2）巴润哈尔莫敦镇：人工授精杂交生产 0.6 万只；

（3）和静镇：人工授精杂交生产 0.2 万只；

（4）乃门莫敦镇：人工授精杂交生产 0.5 万只；

（5）协比乃尔布呼镇：人工授精杂交生产 0.5 万只。

（二）指导育肥出栏肉羊 3 万只。具体任务分配如下：

（1）巴音布鲁克镇：育肥出栏肉羊 15000 只（含辖区内 3 个国营牧

业公司）；

（2）巴音郭楞乡：育肥出栏肉羊 5000 只；

（3）巩乃斯镇：育肥出栏肉羊 2000 只；

（4）巴伦台镇：育肥出栏肉羊 2000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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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额勒再特乌鲁乡：育肥出栏肉羊 2000 只；

（6）阿拉沟乡：育肥出栏肉羊 2000 只；

（7）克尔古提乡：育肥出栏肉羊 2000 只。

（三）培育家庭牧场（示范户、合作社）。对开展商品杂交生产的肉

羊养殖家庭牧场（示范户、合作社）予以补贴，培育家庭牧场（示范户、

合作社）50 家以上。

五、工作方案

按照肉羊商品杂交阶段性均衡上市的原则，以哈尔莫敦镇、巴润哈尔

莫敦镇、和静镇、乃门莫敦镇、协比乃尔布呼镇为重点区域，分阶段开展

肉羊商品杂交生产。

1.确定时间阶段与数量。2024 年 2 月开展宣传培训，着重对人工授精、

冬羔生产、科学饲养、专业育肥、草料储备、养殖效益分析等进行前期培

训。2024 年 3 月—2024 年 4 月开展肉羊人工授精前期工作，主要是采

购种公羊和人工授精物资等。遴选肉羊商品杂交生产的家庭牧场（示范户、

合作社），开展种公羊驯化和精液品质检测。2024 年 5 月—2024 年 9

月全面开展 3 万只肉羊人工授精商品杂交生产。2024 年 10 月按照工作

任务和考核指标，及时开展效果自评，整理完善项目工作档案资料，形成

和提交项目工作总结报告。2024 年 11 月迎接工作考核，根据上级工作

安排部署，做好迎接项目考核各项前期准备。

2.明确乡镇肉羊人工授精地点。根据总体目标任务和各杂交时间阶段

安排，农区 5 个乡镇根据年内开展肉羊商品杂交 3 万只任务量分别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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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种母羊 2000—12000 只，各设置 1—2 个人工授精配种点，配种点通

过集中组群，采取同期发情、定时输精方式配种。

3.科学拟定配种批次计划。承担 2000—3000 只任务的配种点，每个

配种点在 1 个配种期内按 10 个批次连续对参配母羊进行同期发情处理，

每个批次约 300 只羊。即 5 月 1 日埋栓 300 只，5 月 2 日再埋栓 300 只，

以此类推，连续 10 个批次。母羊撤栓后 48—58 小时配种 2 次；埋栓处

理时，根据每户养殖数量确定每个批次的配种户数。承担 3000 只任务以

上的配种点，可适当增加同期发情处理批次，确保配备的种公羊每天能满

足配种任务需求。

4.提前规划种公羊的配置。各配种点根据母羊配种数量，提前规划好

配种阶段所需种公羊的数量，可按每只种公羊每次配种母羊 20—30 只配

置种公羊，配 2000 只母羊以上的配种点至少配置种公羊 10 只。县畜牧

兽医站购买人工授精配种种公羊 70 只，配种时可采取配种点集中采精、

配送精液输精或车载种公羊到场采精配种等方式进行。种公羊由县畜牧兽

医站统筹调配，2024 年 4 月 20 日前配置到位。各配种点按照种公羊的

饲养管理要点，提前做好种公羊采精调训工作，制定科学日粮配方，加强

种公羊的饲养管理，使种公羊保持良好的体况和配种能力。

5.加强技术人员培训与调配。人工授精配种工作任务重，各阶段配种

时间衔接紧凑，县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提前对各配种点的技术人员进行摸底

和规划配置，并采取多种途径做好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培训，培养一支技

术过硬的人工授精专业队伍。县畜牧兽医站加强配种员的组织协调，根据

各配种点的配种任务，在全县范围内统筹调配技术人员 50 人以上，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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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具体到每个配种点，确保全县总体任务顺利完成。一般每个配种

点配备技术人员 5—8 名，负责埋栓、采集和稀释精液、输精和 B 超孕检

等工作。

6.明确肉羊杂交生产任务分工。肉羊商品杂交生产的关键是做好组织

管理工作，明确各单位、各部门的工作任务。按照工作任务，肉羊杂交生

产由有关乡镇牵头组织，成立工作专班，由 1 名乡镇领导专门负责组织养

殖户组建配种母羊群，加强对种公羊的饲养管理，强化配种期间协调配合。

县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负责总体方案设计、组织实施和争取项目支持等工

作。县畜牧兽医站负责技术人员的培训、调配、技术指导及组织实施配种

等工作。

六、投资概算及资金来源

本项目申请自治区畜牧业发展补助资金 200 万元。根据自治区畜牧兽

医局明确的资金投向重点，结合我县实际，重点用于 4 个方面，即：肉羊

人工授精商品杂交、培育肉羊养殖家庭牧场（示范户、合作社）、人工授

精基础设施设备改善提升、保障技术服务和宣传培训，具体计划如下：

一是肉羊人工授精商品杂交。组织开展 3 万只肉羊商品杂交生产，计

划投入 133 万元，具体是：①采购人工授精使用种公羊。计划投入 56 万

元采购 70 只种公羊（含运输费、种羊保险）。对农牧民自行购买的萨福

克羊和杜泊羊种公羊等肉用品种种公羊，统筹使用其他渠道良种补贴资金

予以支持。②同期发情药品采购。计划投入 46 万元购买生产母羊同期发

情药物和辅助器械。计划采购海绵栓、孕马血清、羊用内胎、羊用外胎、

采精杯，以及其他药品（盐水、高锰酸钾、碘附、酒精等）。③种公羊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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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管理。对人工授精使用的 70 只种公羊，为提高精液品质，在输精前 1

个月、输精阶段（5 个月）、非输精阶段（6 个月），对种公羊进行补饲，

采购补饲用饲草料和支付饲养管理费，计划投入 18 万元。④劳务补贴。

以兽医社会化服务机构为依托开展人工授精，一方面锻炼专业技术队伍、

另一方面增加村级技术员收入，稳定人员队伍。对技术员开展的劳务（采

集精液、人工输精、精液稀释和记录、抓羊等）给予补助，计划投入 15

万元（根据定胎母羊数量确定补助标准）。

二是培育肉羊养殖家庭牧场（示范户、合作社）。以能繁母羊数量增

长为主线，重点对参与人工授精商品杂交生产的肉羊养殖家庭牧场（示范

户、合作社）予以培育扶持，计划培育数量 50 家。扶持补贴资金主要支

持扩充生产母羊以及生产母羊饲养管理、养殖设施修缮提升等方面，每家

补贴 5000 元，计划投入 25 万元。培育家庭牧场（示范户、合作社）具

备以下条件：一是肉羊生产母羊存栏 300 只以上；二是具备相应的养殖

基础设施；三是肉羊养殖积极性较高，饲养管理符合项目实施，能够发挥

带头作用。四是积极参与肉羊人工授精商品杂交，羔羊科学育肥出栏。

三是人工授精基础设施设备改善提升。为 5 个乡镇配种点采购兽用 B

超仪 5 台，恒温水浴锅 5 个，采购移动式配种栏 60 个，采购精保定架

10 个以及其他相关设施设备，计划投入 20 万元。

四是保障技术服务和宣传培训。建立专家团队联系机制，邀请专家团

队（以及离退休老专家）开展理论与实践授课培训，围绕肉羊生产、放牧

管理、饲草料种植加工等技术规范举办培训班 3 期以上，完成培训 200

人次以上。同时保障工作所需人员差旅费。计划投入 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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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4 类经费使用根据项目实施具体情况，在项目范围内可相互调剂。

七、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以县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为组长，县农业农

村局（畜牧兽医局）主要负责人为副组长，县畜牧兽医站、各乡镇主要负

责同志为成员的畜牧业养殖模式转变示范项目领导小组，研究制定政策措

施，协调解决重大问题，组织开展专项检查及实施效果评估；层层压实工

作责任，项目工作领导小组与乡镇签订责任书，明确责任主体、责任人和

工作任务，量化肉羊商品杂交任务指标。县畜牧兽医站组织成立技术指导

服务组，明确责任，各负其责，协调联动，推动肉羊商品杂交走深走实。

（二）强化属地责任。各乡镇将畜牧业养殖模式转变示范工作列入重

要议事日程，主要领导亲自研究推动，分管领导具体推进落实，按照可量

化、可检查的原则，逐项细化任务措施、工作责任，明确时间表、路线图，

健全工作机制，切实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三）强化政策宣传。各乡镇和畜牧兽医系统将畜牧业养殖模式转变

示范作为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和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作，加强宣传

动员和政策引导，鼓励农牧民开展良种繁育、养殖基础设施建设、饲草料

种植，保障肉羊商品杂交有序推进。

（四）强化技术保障。加强县、乡、村三级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人员包

乡包村包组责任制，联合自治区科研院校和技术推广机构、巴州畜牧工作

站开展全过程技术服务，通过理论培训、实操培训、座谈交流等“传帮带”

方式，提升技术人员服务水平和能力。大力推广良种繁育、羔羊生产、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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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管理、饲草加工等实用技术，提高肉羊综合生产效益和行业科技应用水

平。

（五）强化绩效考核。按照考核目标，细化考核措施，通过平时工作

考核与年终考核相结合方式，确保工作目标落实。同时，利用各类媒体进

行宣传推广，积极营造肉羊商品杂交推动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社会氛

围。

（六）强化资金监管。严格落实专款专用，及时足额兑付项目资金，

如发现挤占、截留、挪用项目资金等情况，及时予以纠正并对相关单位和

责任人员按程序作出处理。及时掌握项目进展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对资

金使用不符合要求的，由财政局收回资金。

八、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通过项目实施，购置种公羊 70 只，开展商品肉羊

杂交生产 3 万只，按照 85%受胎率测算，可年产羔羊 25500 只，其后代

产肉性能可提高 3—5kg，以目前羊肉价 55 元/kg 计算，可增收 420.75

—701.25 万元左右。

（二）社会效益。一是可提高我县肉羊生产性能，从而满足消费市场

的需求。二是提供了优质的畜源，加快了我县肉羊商品杂交生产步伐，为

农牧民增收做出贡献。三是利用和转化了资源优势，对草原畜牧业转型升

级打下良好基础。四是通过人工授精，科技培训等技术的普及推广应用，

可使全县畜牧业科技含量普遍得到提高，农牧民科学养殖水平得到相应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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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态效益。通过项目实施，促进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的转

变，加快牧区传统生产方式向“暖季放牧、冷季舍饲”的转变，为天然草

原生态保护做出积极贡献。生产方式的转变必将推动农区优化种植业结构

的调整，推动种草养畜，秸秆过腹还田，实现草田轮作的良性循环，同时

依靠和发挥草原自我更新修复能力，实现退化草原自我修复和草地资源永

续利用，对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起到积极作用。

（四）综合评价。畜牧业是我县传统优势产业，通过项目实施巴音布

鲁克羊选种选配优质种公羊，牧区肉羊得到进一步提纯复壮；农区推进肉

羊人工授精技术，大力提升专业技术人员技能水平，调动广大农牧民使用

优良种公羊开展商品杂交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农牧民养殖经济效益。

和静县畜牧兽医站

2024 年 4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