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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巡礼·汝州畜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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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畜牧产业带领贫困户增收的效果在

黄沟村得到显现，也让畜牧局领导班子看到

畜牧产业在推进脱贫攻坚战中的作用。

为帮助贫困群众增收致富，汝州市畜牧

局积极探索产业扶贫新模式，持续培育、壮大

畜牧养殖龙头企业，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

动员涉牧企业积极参与“千企带万户”活动，

实现畜牧产业扶贫全覆盖，带动贫困户稳定

增收脱贫。该局积极推动 20 余家畜牧企业参

与带贫企业和扶贫龙头企业的认定工作，其

中 11 家畜牧企业被认定为市级带贫企业，8

家畜牧企业被认定为市级扶贫龙头企业，有

效带动贫困户 2763 户。

同时，该局综合现有产业基础、市场行情

以及贫困户发展意愿等因素，优选主导产业，

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以米庙

镇金顺养殖有限公司为龙头，提出“树品牌、

打品质、扩规模”的肉兔养殖产业发展思路，

积极探索出肉兔产业扶贫的新路子。

在位于汝州市米庙镇于窑村的金顺养殖

有限公司一座养殖大棚内，记者看到，一排排

现代化兔笼顶端挂着一个个牌子，牌子上写

着夏店镇 666只、小屯镇 90只……

该公司负责人许帅平告诉记者，这是该

公司为贫困群众代养的兔子，乡（镇、街道）利

用扶贫专项资金入资公司，公司为乡（镇、街

道）贫困户代养兔子，代养一组（1 公 5 母）兔

子每年向贫困户分红 600 元。目前，该公司共

为 5个乡（镇、街道）300多个贫困户代养兔子。

“在米庙镇，我们还与镇政府挑选出有意

向养兔的贫困户签订合作协议，免费提供养

殖技术，保底价回收成品兔。”许帅平介绍说，

这一举措带动了米庙镇有意愿养兔的贫困群

众共同发展养兔产业实现增收致富。

“我们强化肉兔养殖产业与贫困户的利

益联结机制，龙头企业、基地与农户实现产销

结合、技术支撑、后续保障、风险控制等全面

合作。截至目前，汝州市年出栏肉兔 40 万只，

带动贫困户 650 余户，户均年增收 6000 元以

上。”李天玺说。

在汝州市焦村镇，该局联合扶贫部门，根

据各贫困村自然禀赋、区位条件优势，确立了

焦村镇安沟村、东沟村等 7 个贫困村发展特色

养蜂产业，采用“党支部+合作社（公司）+基

地+专业户+贫困户务工”的运作模式，通过党

带群、强带弱、富带贫，扶持贫困群众参与养

蜂。目前，该镇已发展蜂箱 560 箱，养蜂贫困

户 86 个，参与务工的贫困人员 461 人。按照

发展规划，3 年内，焦村镇养蜂达到 5000 箱左

右，养蜂户 300 个以上，产值达 1500 万元，户

均年净收益在 3万元以上。

此外，该局还积极与扶贫部门合作，出

台贫困户养牛、养蜂、养猪等养殖奖补政策，

年销售额不低于 500 元，按照收益额的 10%

进 行 补 贴, 每 户 每 年 销 售 奖 补 总 量 不 超 过

3000 元，激活了贫困户内生动力。目前，已累

计带动贫困户 1551 个通过畜牧养殖增收致

富，贫困户累计销售收入 3174.8 万元，发放奖

补资金 408.87 万元，极大增强了贫困户的养

殖积极性。

“发展畜牧产业，能极大地带动贫困群众

务工增收。”李天玺介绍说，以去年在汝州市

投资建厂的牧原股份为例，其在王寨乡大剌

湾村投资建设的牧原股份 13 场，建设期间吸

纳大剌湾村 400 多名群众务工，每天工资 80

元至 200元不等。

“现在工程量减少，大剌湾村村民在场区

务工的仍有 100 多人；场里招聘的养殖工人

中，大剌湾村村民有近 30 人，实习期间月工资

扣完五险一金可拿到 4500 元，三个月转正后

根据岗位不同，工资在 5000 元至 15000 元不

等。”牧原股份 13场相关负责人张鹏远说。

去年以来，汝州市围绕智能化养殖设备

制造、畜产品加工、生物医药原料提取加工、

生猪电子交易平台、畜牧食品产业园建设等

领域，聘请国内一流设计单位，高标准组织畜

牧产业发展顶层设计，科学绘制“四张图谱”，

深入开展“四个拜访”，按图索骥招引企业和

项目，先后引进牧原股份、新希望集团、天康

生物等 7 家国内龙头企业入驻汝州，签约项目

资 金 达 230 亿 元 ，全 部 建 成 投 产 后 可 提 供

10000 余个就业岗位。同时，积极支持本土企

业竞相发力、做大做强，其中千源农牧、天心

牧业、华扬农牧、汇捷集团等本土企业加大投

资建厂力度，累计新投资近 10亿元。

“这些养殖企业投资建厂，不仅给当地群

众提供务工增收机会，还把现代化的企业管理

理念和养殖理念传输给当地群众，帮助群众做

大做强畜牧产业。”李天玺说，脱贫摘帽不是终

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绿色生态畜牧业上连

种植业，下连加工业、食品餐饮业和百姓餐桌，

链条长、见效快、带动大，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和夺取脱贫攻坚全胜具有重要作用。

“下一步，我们将利用自身优势，把畜牧

业特色做成核心竞争力，让扶贫产业‘立得

住’‘长得大’，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贫

困 群 众 自 我 发 展 能 力 ，实 现 稳 定 可 持 续 脱

贫。”李天玺坚定地说。

（本报记者 魏森元）

做大做强畜牧产业：推进脱贫攻坚

强化畜牧产业扶贫 筑牢脱贫致富根基
——汝州市畜牧产业推进脱贫攻坚综述

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汝
州市畜牧局全面落实中央、省委、平
顶山市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和汝州
市委、市政府扶贫工作安排部署,对
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打赢脱
贫攻坚战战略目标，依托畜牧技术
人才优势，深耕畜牧养殖助力脱贫
作用，全力推动汝州市决胜全面小
康、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

1 月 16 日，冬日的黄沟村一派寂静，而在

村外的一道山岗上却传出叮当的响声。顺着

声响望去，两座长长的钢架结构的大棚矗立

在山岗上，工人们正在凛冽的寒风中安装厂

区大门。

随行而来的羊场主人、汝州市夏店镇黄沟

村村民毛振江笑着说：“这是俺家今年新建的羊

舍，计划总投资 120 万元，一期工程计划建设两

座养羊钢架大棚，可容纳 700 只到 1000 只羊，目

前一座已基本建成，另一座还在建设中，计划明

年开春进羊。”

说这话时，毛振江满是自豪。这种自豪来

源于自信。7 年间，在汝州市畜牧局驻村工作

队的帮扶下，毛振江从一个贫困户靠养羊走上

了致富的康庄大道。

2013 年，毛振江家被确定为贫困户。为改

变贫困命运，2014 年，毛振江买回一只母山羊

和两只山羊羔，打算靠养羊增加收入、补贴家

用。

“黄沟村多山，到处是荒草，我就想着农闲

时放羊，自繁扩群增加收入。”提起最初养羊的

经历，毛振江笑着说，当初自己也没有想到最后

真的靠养羊走上了脱贫致富之路。

“走上这条路，多亏了畜牧局驻村工作队和

第一书记李青建，是他们引导我走上了一条康

庄大道。”毛振江说，他开始养羊时并不懂技术，

不过俗话说“农活不用学，别人咋干咱咋干”，经

过两三年的发展，他家的羊群从最初的 3 只扩

大到 10 多只。到 2016 年，他家靠养羊脱了贫，

但仍旧享受扶贫政策。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振江养羊出了问题：

母羊产仔不少，但就是不能全部成活，一胎两三

只最后只能活一只。

“驻村工作队队员得知我家的情况后，专门

请来局里的养殖专家给我传授养殖技术，帮我

解决养殖技术上的难题。”毛振江说，一直困扰

他的养殖难题被解决，被养殖难题压抑的创业

致富梦被重新激起。从 2018 年开始，在汝州市

畜牧局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毛振江养羊进入

快速发展期。2018 年，羊存栏达到 80 只，卖羊

纯收入 2 万多元。2019 年初，羊存栏达到 150

只。2019 年底，超过 200只。

其间，毛 振 江 被 评 为 黄 沟 村 最 美 自 强 脱

贫户、最美带贫模范，获得平顶山市脱贫攻坚

“奋进奖”。2018 年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

他成立金旭牧养羊专业合作社，注册成立汝州

市山里娃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带领贫困户一

起“发羊财”。

“羊存栏 100 多只时，我心里很满足，之前

从没想过自己通过养羊干出这么大成绩。”毛振

江说，不过 2019 年汝州市畜牧局局长李天玺带

领村里的养殖户到外地现代化的养殖场参观学

习后，他感触颇深，“人家那才叫‘发羊财’，咱这

只能是小打小闹。不过别人能把养羊做成现代

化产业，我也能。”

参观学习回到村里后，毛振江给自己定下

了发展“小目标”：建设现代化养殖场，扩大养殖

规模，让自己真正“发羊财”。

在此期间，看到父亲和乡邻养羊赚了钱，毛

振江的儿子毛晓沛辞去在汝州市机绣产业园的

工作，回家跟着父亲学养羊。

建 现 代 化 养 殖 场 需 要 资 金 ，毛 振 江 和 儿

子一起筹款，资金不够，汝州市畜牧局主要领

导与汝州市一家银行达成协议，为黄沟村养

殖户实行整村授信，帮助毛振江申请了 15 万

元贷款。

毛振江和儿子一起在黄沟村外山岗上流转

70 亩荒地，开建现代化养殖场。“一期两座养羊

大棚占地 22 亩，我把其他 50 余亩地种上冬小

麦，专门在冬季缺饲料时牧羊，春季返青时毁掉

种上春花生、春红薯，这两种农作物长起来也是

喂养的好饲料。”

“2020 年，我卖了七八十只羊，纯收入 10

多万元。”毛振江说，“出售的都是公羊，现在

存栏的 200 多只大部分是母羊，多数已受孕，

明年开春产仔，到时羊群就迁入新建的标准

化羊舍。”

“我计划一到两年将新建羊舍存栏实现满

容。接着建设第二期、第三期标准化羊舍。”凛

冽的寒风中，毛振江望着拔地而起的两座钢大

棚，自信地规划着未来。

思想一变天地宽：

羊倌脱贫致富

毛振江是黄沟村在汝州市畜牧局驻村工

作队帮扶下靠养殖脱贫致富的一个缩影。

黄沟村位于夏店镇东北部，属浅山丘陵

区，黄沟、张沟等 5 道沟将整个村子分割成六

大块，适耕地也多为虎狼爬岭地，加上干旱少

雨，庄稼都是靠天收。

“我入村后发现，黄沟村土地贫瘠、荒草荒

坡多，而且多数村民有养殖牛、羊、鸡经验的实

际情况，我们工作队与村‘两委’干部商议后决

定，因地制宜引导贫困群众发展养殖业实现增

收脱贫致富，而毛振江就是我们引导树立起

的一个养殖脱贫致富典型。”李青建说，村里

定下的脱贫发展大计，局长李天玺非常支持，

人力物力都向黄沟村倾斜，并多次带领畜牧

局全体班子成员到黄沟村实地走访、座谈交

流，针对黄沟村发展畜牧产业助力脱贫把脉

问诊，给出建议和意见，为黄沟脱贫致富事业

给予坚定支持。

扶贫工作开展几年来，汝州市畜牧局依

托强有力的技术、人才、政策等优势，多次在

黄沟村举办养殖技术培训班，并对贫困养殖

户开展因户施教、因类施教的上门服务教学，

根据不同贫困户实际养殖条件，从圈舍搭建、

畜禽采购与销售、饲料配比及保存到日常疫

病防控等一系列的养殖问题，针对性地提供

解决方案。为解决群众发展资金难题，汝州

市畜牧局与汝州市一家银行达成合作协议，

对黄沟村实施整村授信，切实解决养殖户缺

发展资金难题。

在李天玺和全局干部职工的支持和帮助

下，驻村工作队在黄沟村组织实施“三大工

程”激发了群众干事创业、脱贫致富的动力。

一是实施基层党建“堡垒工程”，提升村“两

委”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增强发展信心，提

高致富本领。二是实施扶贫扶志教育工程，

三年连续表彰 70 名脱贫攻坚事业上的榜样，

树模范示范带动，安排感党恩教育、致富带头

人现场传经、种养技术培训课程，先后组织扶

贫扶志培训 56 次，培训贫困户 2890 人次，实

现扶志与扶智并行。三是实施致富带头人培

育工程，选取具有一定群众基础和创业经验、

有较强带动示范能力的养殖合作社负责人、

养殖大户等本土人才作为培育对象，积极扶

持“产业能人”，使其成为实现脱贫攻坚、发展

农村经济的排头兵，目前该村有 7 名养殖致富

带头人“灯塔”效应得到充分发挥，涵盖牛、

羊、鸡、兔等多个畜牧品种。

坚持“三大模式”示范引领。一是龙头企

业带动模式。引进汝州华扬农牧在黄沟村建

成投资 1.8 亿元存栏 5500 头种猪的养殖基地，

该公司落户黄沟不但直接吸纳村民务工脱贫

致富，而且给黄沟村带来现代化养殖技术和现

在企业管理理念。二是养殖基地带动模式。

坚持从黄沟村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推进扶贫基

地建设，鼓励引导村民毛国民投资 600 万元建

设汝州市万世翔青年鸡养殖基地，养殖规模达

到 8.5 万只，年出栏青年鸡 35 万只，总产值 595

万元，年收益 40多万元。引导村党支部书记王

光才投资 120 万元建设金富园肉兔养殖基地，

养殖肉兔 1.5 万只，带贫 68 户。三是合作社带

动模式。发挥能人成功创业效应，鼓励引导养

殖大户毛振江、孙素兰、王光才、姬增要、毛方

道等农村能人先后成立金旭牧肉羊、祥和园柴

鸡、润宏柴鸡、金富园肉兔、发达肉牛等 5 个养

殖合作社，带动更多农户加入，引导群众发展

养殖扶贫产业。金旭牧肉羊养殖合作社已发

展社员 109个，带贫 78户，存栏肉羊 1600余只，

年出栏肉羊 2600 余只，增收 450 万元。祥和

园、润弘柴鸡养殖合作社现已发展社员 58 户，

带贫 34 户，存栏种鸡、肉鸡 4.2 万只，年出栏柴

鸡种鸡 5.5万只，柴鸡鸡蛋 30万枚，增收 390万

元。黄沟村发达肉牛养殖合作社已发展社员

25户，带贫 16户，现存栏母牛 260头，年出栏肉

牛 170 头，年增收 350 万元。金富园养殖合作

社肉兔养殖基地存栏肉兔 1.5万只，带贫 11户，

年出栏肉兔 3万只，年增收 225万元。

“截至目前，黄沟村 175 户 653 名贫困人

员已全部脱贫，其中稳定脱贫 122 户 513 人，

贫困发生率由 34.4%降到了 0%。人均纯收入

从 2015 年 的 2151 元 增 长 到 2019 年 的 18925

元，增长近 9 倍。2020 年人均纯收入远超 2 万

元，实现了从深度贫困村到小康村的华丽转

身。”李天玺说。

如今，黄沟大地，牧歌嘹亮。

精耕畜牧助贫“试验田”：打造“黄沟”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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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玺(左三)带领养牛大户到驻马店泌阳参观

学习

位于汝州市米庙镇于窑村的金顺兔业为贫困户

代养兔子,帮助贫困户增收

本报记者 魏森元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汝州市畜牧局提供

黄沟村脱贫户毛振江（右）与驻村第一书记李青

建在羊舍查看羊群进食情况 本报记者 魏森元 摄

中王生态农牧公司自动化鸡蛋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魏森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