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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当中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当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咸文静咸文静 摄摄

走进正在建设当中的久治县

奶制品加工生产建设工程项目，

大楼主体即将完工。在县农牧水

利和科技局局长代乐华旦眼中，

实施这一项目，久治有明显优势。

从品质上说，2013年，“久治牦

牛”成功通过国家原农业部各项检

查，成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2019年，在牦牛、藏羊有机食品

认证的基础上，久治牦牛奶成功通过有机认证成为有机奶源。

从数量上看，2022 年久治县全县存栏牦牛 27.7711
万头，能繁母畜比例为 52.31%，通过初步估算全县产奶

量理论上年产量超过 8718 吨，加之久治与甘肃玛曲、四

川阿坝及州内的甘德、达日毗邻，且交通方便，可以为当

地牦牛乳制品加工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材料。

“目前全县共有股份制生态畜牧业合作社 22 个，每

个合作社都配备了鲜奶运输车、储奶罐等装备设施。我

们的目标是通过这一项目的建设，将县上的牦牛乳制品

加工发展成为牧民群众增收致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

优势产业，并有效带动当地牦牛产业提质增效，为实施

全面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代乐华旦说。

据了解，整个项目投资5228.16万元，产品将重点面向华

东、华南、华北等国内一二线发达城市，并在广东、上海、成都、

山东等地设立营销中心，外销部分约占总销量的60%。当地销

量约占10%。其余主要销往三省交汇处周边的四川阿坝地区、

甘肃省的玛曲县、青海省的甘德县、玛沁县等地区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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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治作为青海唯一和川甘两省交

界的县，东南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

治州阿坝县相邻，南与班玛县接壤，西

北与甘德县隔黄河相望，东北部与甘肃

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毗邻，是青海

进甘入川去疆的交通要道和重要节点，

具有产业融合发展、融入青甘川区域经

济的先天优势。

位于智青松多镇滨河路北侧的久治

县“青甘川”三省交界活畜贸易陆港基地

建设项目是久治县今年实施的一个重要

项目。

“一直以来，久治当地没有相对固定的牛羊交易场所。这

个项目投资达到 8800 万元，建成后将成为果洛州最大的活畜

交易基地。”

在项目的前期调研中，才昂杰了解到，像周边的玛曲县有

一个私人交易场所，年利润能够达到 110万元左右。

“建设之前我们算过一笔账，预计全县和周边地区年出栏

量能够达到 30 多万头只，按一头牛 15 元、一只羊 8 元的标准收

取交易费用，这就是一笔不少的收入。基地建成后，能够推动

全县乃至青南地区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由分散化交易向平台化、

数字化运作转变，加快形成产业‘能带动’，产品‘走出去’，群众

‘得实惠’的良好格局。”

在施工现场，项目经理王云告诉记者，基地建有活畜隔离

间、检疫及交易服务中心楼、活畜暂存舍及饲草料库、活畜交易

大棚等，预计今年完工投用。

成立于 2011 年 5 月的青海五三六九生态牧业科技有限公

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高原特色牦牛资源开发、利用、研究的综合

性公司，也是上海对口支援果洛州的落地企业。依托当地特有

的牦牛资源，这里建立了年产值 6000 吨的牦生肉深加工基地，

累计研发牦牛肉能量块、牦牛肉冷鲜肉、牦牛肉精分割产品 24
种。

“下一步，公司将联合牦牛全产业链上下游各个企业、合作

社、农牧户及链条周边，紧紧围绕增量、提质、补链、扩输的目

标，通过数字经济，制定各环节的标准，带动同行业发展。”公司

负责人介绍说。

让各个散落的“产业珍珠”串成系统化、体系化的“产业

项 链 ”，才 能 为 打 造 绿 色 有 机 农 畜 产 品 输 出 地 提 供 产 业 支

撑。

对此，久治县加大对现有农畜产品加工企业培育力度，引

进企业深入参与合作社建设，采取“企业+养殖基地+合作社+
牧户”的运作模式，不断完善企业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促进

农牧业生产由家庭分散经营向组织化、规模化、集约化转变，实

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

截至目前，全县共组建股份制生态畜牧业合作社 22 家，产

业化实体养殖基地 24 处。2022 年，整合 1.59 亿元资金实施万

头牦牛、万只藏羊养殖基地等输出地示范县建设项目 13 项，各

类经营主体实现收益分红 1500 万元以上，农村常住 1 居民收入

年内同比增长 6.8%，牦牛产业规模体系建设和要素保障不断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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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牛粪只能用来烧火，利

用率不高。现在我们将其加工成

有机肥料，不仅能利用资源致富，

还能保护生态环境。”瞅着记者站

在车间外看得稀奇，作为天空牧

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大股东，

久治县宝来莱开发建设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訾明升笑着说。

粉碎筛分、发酵、搅拌……经过

大大小小数十道工序，在上千平方米的生产车间里，一坨坨牛

粪摇身一变成为了一粒粒有机肥。

久治县总人口 2.99万，其中牧民人口 2.78万，占总人

口的 92.85%。全县草场面积 1313.59 万亩（875726.67 公

顷），占全县总面积的 83.6%，可利用草场面积 996.77万亩

（664513.33 公顷），占草场总面积的 90.7%。牛粪资源丰

富。对全县废弃的牛粪进行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生

产出高品质有机肥，既能废物利用，又能减轻环境污染。

“对于牛粪加工，大家从一开始的不理解到理解，再

到后来的积极参与，是一种可喜的变化。”2016 年，有机

肥加工试点在索乎日麻乡顺利投产。牛粪从燃料到肥

料，原来在索乎日麻乡工作的久治县宝来莱开发建设有

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更桑对这个过程很了解。

2019 年，在 1000 多万元援建资金的支持下，加工试

点得以提档升级，建成天空牧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

加工能力提升至 3万吨。

生产厂长兰周老家在西宁，从 2006 年开始接触有

机肥加工这一行业。索乎日麻乡的有机肥加工试点建

成后，他就来到了久治。几年工作下来，摸索出了一套

适合当地的加工模式。

“就拿发酵这个环节来说，在西宁，可能 15 天到 20
天左右就能完成，但这儿温度低，往往需要 35 天左右。”

为了缩短发酵时间，2020 年底，发酵车间安装了地暖，相

比之前，发酵时间减少了 10天。

2022 年，企业进行扩建，更新、升级已有设备，产量

提升至每年 5万吨。

“现在这个企业已经发展成为全州有机肥加工的龙头

企业，除了分红，在带动群众就业、转变群众观念方面也发

挥了积极作用。”久治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才昂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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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治作为高品质牦牛养殖大

县，完整保持了“生态、绿色、有

机”的底色。年出栏牦牛近 10 万

头，牛出栏率达 32.45%，但畜牧业

基础条件差，集约化生产能力弱。

发展是大势所趋，抉择中如

何破局？

当记者走进索乎日麻乡索乎

日麻村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

只见高标准畜棚、储草棚和业务办公楼整齐排列，不远

处的山脚下，一群牦牛悠闲地吃着草。

翻开索乎日麻村的“工作总结”，这个合作社在其中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合作社总投资 1480 万元，整合草场 3400 公顷。先

后建起有机牦牛高效繁殖基地，畜产品加工、储存、展示

为一体的产业发展基地以及高标准畜棚、贮草棚、业务

用房和日光温室。利用这些基础设施优势大力推进养

殖新技术，反季节错峰出栏牦牛。打破了牧区普遍存在

的牦牛单季出栏和‘夏壮、秋肥、冬瘦、春死’的传统规

律，为村子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和提高防灾抗灾，提供

了可借鉴经验。”索乎日麻乡党委书记敏晓涛告诉记者，

2022年，基地反季节出栏 107头，收益达 85.6万元。

产业的壮大，改变了索乎日麻村发展的维度，也折

射出全县产业发展的脉络。

一方面，持续加强生态畜牧业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和

新型设施农牧业建设，盘活利用集体资产，出台《关于进

一步完善产业帮扶项目联农带农富农机制的实施意

见》，不断提高各类经营主体组织化和规模化水平。另

一方面，不断扩大饲草种植面积，强化畜牧业防灾减灾

基础设施建设，稳定牦牛、藏羊养殖规模，保障畜产品供

给能力平稳可控。

全县以“生态立县，有机富民强县”为战略目标，以

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为重点任务，积极推动生

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畜牧业经济实现稳步增收，累计

建设畜棚 75 座，4.5 万平方米；贮草棚 27 栋，1.37 万平方

米；装配式移动羊圈 10 座，0.9 万平方米；全县养殖基地

综合设施建设面积 402 亩（26.8 公顷）。产业建设得到有

力提质增效，切实提升了牧民群众增产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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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智青松多镇德合龙村的琼

柏一家是久治县无数牧民家庭中普

通的一户。一家六口除了放牧之

外，采挖虫草和贝母也在家庭收入

中占有一定比例。

去年，琼柏一家参与了一个镇上

组织开展的活动——圈窝子种草。

“去年 4 月下旬，我们把草籽发

给有尝试意愿的牧户，安排人上门

提供技术指导。”镇党委副书记才让措告诉记者，相比县

上的其他乡镇，智青松多镇的 4 个村子草场植被好，养殖

大户多，临近县上打造的千头牦牛基地，发展优势明显。

“虽然圈窝子种草在当地由来已久，但从去年开始，才

进行大力推广。给群众免费发放的草籽都是由生态管护员

收集所得，去年试种30亩（2公顷），除了我们村，全镇200多

户牧民参与其中。”村党支部副书记才让说。

听记者问起种草的事情，忙着洗衣服的才让措也“加

入了群聊”。

“通过推广人工饲草建植开展圈窝子种草，去年我们

家也尝试种植了燕麦草，草长得很好，为冬天牲畜过冬又

提供了一重保障，今年我们要继续种。”

据了解，去年久治县结合草原生态治理，进一步扩大

饲草建植规模，突出挖掘饲草资源，鼓励牧民群众积极发

展圈窝子种草等生态项目，全县 4 个饲草种植基地种植饲

草 1.8 万亩（1200 公顷），牧户圈窝子种草面积达到 0.4 万

余亩（266.67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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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咸文静 金玥彤 张鹏

很难想象，草原上再常见不过的牛粪，也能成为当地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这一切，发生在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的青海天空牧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日前，记者在久治县采访时，首先听到的，正是这样一个牛粪“翻身”的故事。
久治，这个纯牧业县如今正在成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的“排头兵”：

2021年，青海省“四地”建设全面起势。去年三月，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开展了打造
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区竞争性答辩会，久治成功入围全省绿色

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县行列。
时代随发展进步，机遇和挑战并存。
作为全省年降水量最大的高寒纯牧业区，久治县虽然草畜资源丰富、自然禀赋独特，但

一直存在着生产方式转变慢、产业链条短等实际困难，经济结构单一，牧民增收渠道狭窄。
靠什么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久治县给出了它的答案：进一步做强集牦牛养殖、饲草种植、活畜交易、牛羊

屠宰、奶制品生产和粪污回收利用等产业配套相对完善、聚集程度较高的“草畜粪
肥肉乳”牦牛全产业链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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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咸文静

从“天空牧场”的有机肥加工

到组建股份制生态畜牧业合作社、

产业化实体养殖基地，从群众参与

热情高涨的圈窝子种草到投产在

即的奶制品加工生产建设工程，一

路走来，我们看到，久治县“草畜粪

肥肉乳”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已经初

具雏形。这是这个牧业县入围全

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

示范县后的主动作为，也是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路上的大胆探索。

今年 3月 5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把产

业 振 兴 作 为 乡 村 振 兴 的 重 中 之

重，积极延伸和拓展农业产业链，

培育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不

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新形势下，牦牛全产业链发

展已经成为久治县最具特色、潜

力和发展前景的主导产业。

针对畜牧业这个关乎乡村振

兴和高质量发展的“当家产业”，

我们可以看到，久治县在把生态

保护、绿色发展放在首位，积极探

索一条切合发展实际、具有久治

特色的绿色发展路子。

如何当好示范？质量二字是

关键。这质量是产品的质量，更

是产业的质量。要坚持从实际出

发的原则，围绕绿色有机农畜产

品输出地建设，由点及面，稳步推

进 ，做 好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提 档 升

级 。 持 续 加 强 牦 牛 产 业 体 系 建

设，做好牦牛产业发展规划，把发

展牦牛产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起来，与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

地打造工作结合起来。

如何当好示范？创新是其中

一环，要加强对新技术、新工艺、

新产品的研究开发，积极引导加

工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继续做好

“久治牦牛”的文章，加强对农畜

产品有效成分的提取研究和农产

品加工设施设备的设计、研制，除

了常见的产品外，大力开发牛尾

巴、牛毛、牛绒等一系列牦牛畜产

品。

如何
当好
示范？

手记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视
点

①“天空牧场”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在加工有机肥。
本报记者 金玥彤 摄

②在青海五三六九生态牧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
间，员工正在包装切割好的牛肉。本报记者 咸文静 摄

④久治牦牛肉富含微量元素，高蛋白、低脂肪，被称为
“久治贡牛”。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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