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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养双赢增收有道 青海全力推进粮改饲试点成效显现

 2015年，农业部确定西宁市湟源县、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为粮改饲试点县。两
年多来，省农牧厅将此项工作列入重点改革台账，作为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加强领导，强化措施，
营造氛围，全力推动，粮改饲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省农牧厅总畜牧师王会林介绍，通过两年的实践，证明粮改饲政策顺应了我省农牧业发展的新形势，有力拉动了种
植业结构调整和畜牧业节本提质增效，实现了种养双赢，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深受各地和农牧民欢迎
，并取得四方面的显著成效。

 ——促进生态改善。粮改饲人工饲草基地建设缓解了天然草场放牧压力，遏制了天然草场生态恶化。三县天然草原
产草量由原来的190.5公斤/亩提高到了253.17公斤/亩以上，草原植被覆盖度由65%提高到了85.28%以上。饲草青贮大幅
减少秸秆焚烧粉尘对环境的污染。同时，饲草过腹转化还田，用于青贮饲料种植，减少化肥用量40%以上。

 ——促进种养循环。以粮改饲为推手，种养结合、草畜联动的“草—养—肥—草”的循环发展模式基本形成。扶持
3县68家大中型规模养殖场开展了粪污资源化利用配套设施建设，建成大型有机肥加工厂4家。通过2年试点建设，低
产田为主的传统“粮、经”二元结构模式，逐步调整成“粮、经、饲”三元结构。3县种植结构由2014年的48:46:6调
整为2016年的41:45:10。

 ——促进增产增效。据调查，原年产奶6吨左右的奶牛饲喂青贮玉米后，日均产奶量增加3公斤。肉牛饲喂青贮玉米
后，日增重提高约0.4公斤，出栏时间缩短30天以上，饲料成本降低900元左右。肉羊饲喂青贮玉米后，饲料成本降低4
0元左右。

 ——促进群众增收。三县粮改饲试点共流转土地30多万亩，流转收入约1200万元。被解放劳动力通过再就业增加工
资性收入6000万元。尤其农户通过种植燕麦等优质饲草，每亩净收益497.5元，比种植油菜亩均收入高308.25元，饲草
种植结构调整促进增收效果显著。

 据了解，自2015年3个县启动粮改饲试点以来，饲草总种植面积达到44.6万亩，占3县耕地总面积的25%以上，集中
连片达到15万亩，燕(黑)麦等优质饲草总产量达73万吨，项目青贮饲草45万吨。2016年，3县饲草总种植面积达到52.6
万亩，比上年增8万亩，比试点前增加约22万亩。集中连片达到18万亩，比上年增3万亩，优质饲草总产量达101万吨
，比上年增28万吨，比试点前增加约40多吨。项目青贮45.1万吨，带动青贮饲草总量达47.67万吨、青干草产品21.23万
吨(折63.69万吨鲜草)，均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两年来，3县新购牧草机械100多台套、总拥有量达4500台(套)。新建青贮设施9万立方米。2016年新购200多台套(其
中百万元以上大型进口机械3台)、总拥有量达5000多台(套)，机械化作业面积达到14万亩。新建青贮设施11.8万立方米
，累计建成青贮窖30.71万立方米，有力助推了机械化耕作收贮，有效提升了青贮能力。

 王会林说，自粮改饲试点启动，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将此项工作纳入省委重点改革任务之一。不仅制定出台了
省县两个层面、多部门参与的《青海省粮改饲发展草食畜牧业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和3个县级《实施方案》，明确项
目实施主体、补贴环节、补助标准、测算方法、补助方式，制定绩效考核评价体系。还成立了省农牧厅和省财政厅为
主导的省级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和专家考评组、县级人民政府主导和相关部门参与的县级领导小组，形成省级监督指导
、县级落实推进的工作机制。制定绩效考评制度，建立县级自查考评、州县联合自查考评、省州联合考评与验收的绩
效考评制度。

 同时，建立了黑名单制度，将“不按协议收购、销售青贮饲草，不按时支付青贮饲草购置款，不按期偿还金融部门
贷款的合作社、企业和个人，恶意抬高饲草及饲草产品价格的合作社、企业和个人”列入黑名单。特别是建立了以县
乡畜牧兽医站、草原站人员为责任主体的粮改饲补贴发放工作组，逐场逐户进行核查验收，紧扣饲草青贮这个环节发
放补贴，确保资金使用方向的正确性，防止了截留、挪用和套用资金现象发生。

 为调动社会各界参与的积极性，全省强化宣传，依托《青海日报》、青海电视台、青海广播电台和市(州)县两级地
方电视台、市州党报、微信平台等，多形式、多层次广泛宣传粮改饲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目标任务、补贴措施等，
营造了社会广泛参与推进试点工作的良好氛围。

 试点中，省农牧厅组织3个试点县相互开展现场交流，互学互鉴，解决了3县进度不一的问题；召开省级现场观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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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长补短，推动试点工作有序健康开展。

 目前，3个试点县共举办粮改饲专业知识培训班18期，培训农牧民4500余人(次)。安排每个技术指导员负责指导10户
饲草企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有力提升了农牧部门干部技术指导能力和试点推进能力，有效调动了群众参与积极性
，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针对试点县饲草种植、收割、加工机械不足，青贮设施缺少，资金紧缺的现状，省农牧厅用改革的精神，解放思想
，大胆探索，开展了财政资金撬动金融资本和财政资金借贷周转2个创新试点。

 一是与邮储银行合作，试点建立“授信池”，按照1:10的协议撬动比例，投入资金450万元(每县150万元)，撬动贷
款用于饲草青贮相关机械设备购买贴息和青贮设施建设贴息，解决粮改饲试点财政资金少、需求资金过大的问题，连
续两年发放贷款都超过3000万元。

 二是采取“县级人民政府担保、企业借用周转、补贴发放前返还财政”的方式，从项目财政补助资金中给扶持建设
的3家青贮饲草龙头企业分别借给周转资金100万元，用于购买饲草加工机械和修建青贮设施，提高了资金效率。

 省农牧厅副厅长马清德认为，虽然3县通过贷款加大了饲草加工设施的建设，但饲草种植、收割、加工设备不足、
青贮能力不强的情况仍十分突出。金融贷款门槛问题尚未完全解决，青贮补贴标准过低带动性不强，严重影响了群众
参与粮改饲工作积极性。

 为此，省农牧厅建议农业部从国家层面，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协调，直接采取中央财政调控的方式，推动政府和银行
间的合作，提高对粮改饲参与主体的授信额度，降低贷款门槛，调动社会参与积极性，助推粮改饲工作由点到面的推
开。

 同时，建议提升粮改饲补贴额度，设立粮改饲专项技术支撑资金，鼓励各地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开展适宜当地种植
和当地畜种饲用的优质饲草种植和青贮等系列技术研究。尤其是对青藏高原地区优质饲草相关技术研发的资金和人才
支持培养等方面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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