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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赫）近年来，我市依托资
源优势，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以加快新农
村建设为目标，以统筹推进“四化”为保障，
以产业化经营为主线，特色农业发展势头迅
猛，为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农业发展，繁荣农
村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

进入9月份，金塔高新技术农场种植的
3000亩辣椒开始进入生长后期，农场副场长
霍光告诉记者，今年的辣椒品种是金塔集团自
己培育的，它的特点是售价高，并且在市场上
的销量有很好的保障。

为确保辣椒品质和产量，今年农场按照种
植计划，把辣椒和粘玉米进行轮作生产，更换
品种种植后，有效防止了病虫菌害的发生，也
使耕地养分进行了充分调节，今年在伏旱比较
严重的情况下，两种作物的长势都达到了预期
目标。

金塔高新技术农场的辣椒丰收在望，与其
相距十几公里的黑水镇东安村金秋佳合种植专
业社种植的胡萝卜也是长势喜人。这个品种是
今年从山东引进的，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个先进品种今年试种十分成功，得到了当地
百姓的认可。

今年，金秋佳合种植专业合作社共种植胡
萝卜75亩，产量可达20万公斤，按照每公斤
0.3元计算，今年胡萝卜纯利润可达20多万
元。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始终把发展特色
农业作为农业农村经济工作中一件带有全局
性、方向性的大事来抓，农村经济发展方式
发生了重大转变，农民稳定增收机制正在加
速形成。2016 年，全市经济作物总面积
264.84万亩，预计产量能达到15.8亿公斤，
总产值预计实现60亿元。全市已初步形成
18个农业生产基地，规模达 80万亩以上，
加工企业177家，年加工产品76万吨，实现
销售收入26亿元，带动农户20多万户。全
市已有各类特色农业专业经济合作组织达
1100余个，经济人4500多名，涵盖了技术
指导、产品销售、招商引资、产品加工等各
个方面。

资金配置的基本工具是资金的价格即利
率。弱势的农业要想获得贷款必须付出高利
率，这是市场的生存法则。农业的政治属性
和战略地位又决定了农业不能完全市场化去
发展，需要政府出手。

近年来，解决“三农”融资难、融资贵
的政策可以说出了不少。管理资金总闸门的
央行多次“放水”，甚至给“三农”放“偏
水”。但是，“偏水”流不进农字号依然是捉
襟见肘的现实。

政策很丰满，现实却骨感。为什么会这
样？究其根本原因还是银行城市化导致了对

“三农”业务生疏所致。一言以蔽之，银行

在农村金融产品设计上不接地气，没有设计
出适合农业产业特征的金融产品，去满足农
业融资需求，而是拿工业化、商贸业的金融
产品去“应付”农业用户，这样导致的结果
是，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削足适履得到的贷款
可解一时之需，但是长期下来的结局却可能

是饮鸩止渴。
这绝非危言耸听。几年来，很多农业龙

头企业在资金吃紧的情况下，垮塌在银行抽
贷环节中的案例比比皆是，有些绝不是市场
的问题，更多的是产品设计和一刀切的体制
机制所致。

改变这一现状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办法
是，银行的农村金融产品也要供给侧改革。
农村天地大有作为，只要潜下心来去研究农
业特点，根据不同产业的周期为农户或新型
经营主体量身打造金融产品，才能确保银行
放贷盈利实现最佳，风险降至最小。而不是
像现在，用城乡一体式粗放化的金融产品去
让农业的资金使用者踮起脚尖来够，够着的
会闪了腰，够不着的摔地上啃一嘴泥。

毕竟，银行放贷的目的是赚取利润，与
客户共生共赢，而不是为了所谓资金的安全
而不管客户洪水滔天。正所谓，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本报讯（记者张赫）洮北区位于吉林省
西部，坐落于科尔沁草原，草原面积辽阔，
畜牧业发展迅速。近年来，洮北区不断加强
草原生态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经过几年的建设，洮北区共有草原围栏
15 万米、草原管护房 5 座，人工种草
146220亩，在持续开展灭鼠灭蝗等工作的
基础上，积极落实国家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
励政策，即只要禁牧便给草原承包户每年每
亩7.5元的禁牧补贴。

草原作为整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在保

持水土、防风固沙、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
生态平衡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
是畜牧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保障。为了让草原
能够更好地应对干旱天气，洮北区积极开展
草原灌溉井建设，预计入冬前全区草原灌溉
井将达到220眼。针对洮北区气候、土壤及
草原生态现状，洮北区草原工作站开展的苜
蓿草种植已初见成效，目前苜蓿草种植面积
1万亩，既可满足奶牛饲料需求，又可起到
防风固沙的良好效果，对恢复草原植被发挥
了积极作用。

秋季山羊常见的疾病主要有羊快疫、羊猝狙、
羊黑疫、羊肠毒血症，在生产上一定要加强管理，
努力搞好各种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羊快疫由腐败梭菌感染引起的羊急性传染病，
其特点为羊突发死亡，病羊来不及表现症状就迅速
死亡，一般出现症状时已接近死期。有的病羊独立
一隅、倦怠、卧地、磨牙、臌气、排黑色稀粪，有
疝痛表现，最后痉挛而死。死后尸体迅速腐败，尸
体剖检呈败血症变化。具有诊断意义的是真胃呈出
血性炎症变化，尤其是胃底和幽门附近的黏膜有大
小不等的出血斑块或呈弥漫性出血，表面坏死。

因此病发病突然，几乎没有治疗时间，临床上
以免疫预防为主，常用的疫苗是“羊快疫-羊猝狙-
羊肠毒血症”三联苗或“羊快疫-羊猝狙-羊肠毒血
症-羔羊痢疾-羊黑疫”五联苗。皮下注射5毫升，
注射2周后产生免疫力，保护期半年以上。

羊肠毒血症由D型魏氏梭菌（又称产气荚膜杆

菌）引起，也叫软肾病。病羊有时与羊猝狙十分相似，
也是突然发病，跳跃后跌倒，全身痉挛，数分钟死亡。
但有病程稍长者，可见病羊表现不安，抽搐，磨牙，流
涎，倒地前四肢强烈划动，有的伴发腹泻，排黑色或深
绿色稀粪，常于2—4小时内死亡。主要病变在肾脏和
小肠：肾脏表面充血，松软如烂泥状，稍稍按压即可破
碎；小肠充血、出血，整个肠壁呈红色。

羊猝狙由C型魏氏梭菌引起，也叫羊猝击、羊
猝疫。病程短促，极少能见到症状，有时在放牧过
程中会突然发病，尖叫数声，猛地跳起，倒地即
死；有时晚上赶进羊圈时还健康正常，早起开圈门
时却发现已死。病变主要集中在消化道和循环系
统：十二指肠、空肠黏膜严重充血、糜烂或溃疡，
胸腔、腹腔、心包内有大量积液，剖开后暴露在空
气中，可形成纤维素性絮状凝块。

羊黑疫由B型诺维氏梭菌（又叫水肿梭菌）引
起，又称传染性坏死性肝炎。也多是突然死亡，但

有些病程拖至1—2天，症状为呼吸困难，流涎，体
温升高至41.5℃左右，最后昏睡呈俯卧状态死去。
其特点是肝脏呈坏死性变化：肝表面有散着的凝固
性坏死灶，坏死灶界限清晰，灰黄色，周围围绕一
层鲜红色的充血带，坏死灶直径一般2—3厘米；典
型特征是尸体皮肤呈暗黑色。

治疗：羊肠毒血症、羊猝狙、羊黑疫同羊快疫
一样，因为发病迅速，往往来不及治疗即死亡。对
少数发病缓慢的病羊，若及早使用抗生素、磺胺类
药物和肠道消毒剂，并给予强心、输液、解毒等对
症疗法，有治愈希望，最好的办法是提前使用三联
苗或五联苗接种预防。

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本病可通过接种山羊传染
性胸膜肺炎氢氧化铝菌苗预防，6个月以下的山羊3
毫升，6个月以上的山羊5毫升，注射后14天可产
生免疫力，免疫保护期为1年。对病羊可使用土霉
素、四环素、氯霉素、卡那霉素、链霉素等进行治
疗，连用5—7天，可取得一定疗效。

乳房炎，母羊得了乳房炎，应清洗乳房并处理
乳房外伤，对发热的乳房冷敷，及时挤出乳房中变
质的乳汁。药物治疗可用糖盐水、安乃近、四环素
静脉注射，注意补充碳酸氢钠以解除酸中毒症状。

（据《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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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牛、羊等草食性家畜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
对青绿饲料的需求也在增加。为响应国家“发展秸秆畜牧业”“调
整畜禽结构，发展节粮型畜牧业”的号召，各养殖场努力推进农
作物秸秆的饲料化利用，使青贮饲料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玉米青贮发展现状
农作物秸秆应用最多的是玉米秸秆，其利用方式经历了单

纯的玉米秸秆青贮和全株玉米青贮两个阶段。目前，大多数养
殖场都推行全株玉米青贮，即将青绿的玉米秸秆和穗一起装入
窖内，在厌氧条件下经乳酸菌发酵产生乳酸，从而抑制其他微
生物的繁殖，阻止继续发酵，使其营养物质得以保存。

据了解，青贮玉米在奶牛养殖中应用比较普遍，不仅多数
养殖场都应用玉米青贮饲料，且基本上保证全年饲喂。原来青
贮玉米主要集中在秋季，贮存的是夏播玉米，对春播玉米贮存
较少。为缓解奶牛等草食性家畜夏秋交替季节饲草供应不足的
问题，部分养殖场积极组织对春播玉米进行青贮，实现了玉米
的多季节青贮。而近些年来，在大力推广奶牛场使用青贮玉米
饲料的同时，部分肉牛、羊养殖场也开始使用青贮饲料。

而青贮玉米也存在不少问题，目前，一些养殖场对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综合利用自然资源消耗、发展节粮型和秸秆型畜
牧业认识不足，对农作物秸秆的青贮利用缺乏积极性，满足于
传统和习惯做法。除此之外，资金问题也是青贮玉米面临的巨
大挑战。一些养殖场舍不得投入，认为修建青贮窖池和采购青
贮机械设施投入资金较大，自种或收购青贮玉米占用资金集
中，看不到潜在效益，满足于小打小闹。

据专家分析，青贮玉米青贮饲料有着独特的天然优势。从
养殖场的方面来看，饲喂玉米青贮饲料可使奶牛常年采食优质
青绿多汁饲料，在相同的管理条件下，产奶量可增加
10%-14%，乳脂率可提高10%-15%，乳蛋白能达到3%以
上，乳脂肪可达4%，比一般的生奶收购价提高7%以上，经

济效益明显提高。
从玉米种植户方面看，一般玉米成熟后亩均毛收入1000

多元；若在蜡熟期进行全株玉米青贮，每亩产量为3.5-4吨，
按目前的收购价，毛收入在1100元，收入基本持平。但在种
植时，青贮玉米可以适当密植，亩产量可达6吨以上，如种植
专用青贮玉米品种产量会更高，亩收益可达到1600元，甚至
更高；且在蜡熟期收获出售全株玉米比成熟后出售籽粒和秸秆
可节省玉米收割、脱粒、晾晒等劳动力。

青贮玉米与食用玉米的区别
在当今“粮经饲统筹”的鼓励下，玉米火得如日中天，有

的地方正在试点将食用玉米改种饲用玉米，有的地方正准备将
部分食用玉米改为饲用玉米，有些农民把饲用玉米简单地理解
为普通玉米未完全成熟时收割下来就是饲用玉米。这显然是不
对的。那么，食用玉米与饲用玉米究竟有何区别呢？种什么样
的饲用玉米更好呢？

沈阳农业大学的王立为老师说：“一般玉米按照用途可以
分为食用玉米和特种玉米两大类。饲用玉米是特种玉米的一
种，生长迅速，产量高，饲用玉米一般植株特别高大，一般能
长到2.5米到3.5米，最高能长到4米。以生产新秸秆为主，食
用玉米以产玉米籽粒为主。”

饲用玉米最佳收获期一般在籽粒成熟的乳熟末期或者蜡熟
前期时产量最高，营养价值比较好。食用玉米的收获期必须是在
晚熟期以后，选择专用的饲用玉米品种可以获得很高的产量，但

也有一些人把普通玉米提前收割当做饲料用，这样产量会比较
低。在中等地力条件下，采用专用的饲用玉米品种秸秆亩产一般
达到4吨-6吨左右，普通食用玉米秸秆一般是2吨-3吨左右。

由于作物育种单位长期重视不足，我国青贮玉米品种的选
育工作基础较薄弱，多数育种专家都是在粮用玉米选育过程
中，将生物量较高的组合转做青贮玉米品种，很少有专家将主
要精力放在青贮专用型品种的选育上。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
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畜牧业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对青
贮专用型玉米品种的需求快速增长，青贮专用型玉米的选育工
作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现阶段已经选育出一批专用型品
种。目前主要品种有：豫青贮23、京科青贮516、真金青贮
31、真金青贮32、新青1号、曲辰19号、郑青贮1号、北农
青贮208、新饲玉15号、京科青贮301、西蒙青贮707、桂青
贮1号和金岭17等13个品种。

怎样提高青贮饲料的品质
在做青贮饲料时，有时会出现饲料发霉变质的情况，怎样

才能提高青贮饲料的品质？为此笔者请教了甘肃省草原技术推
广总站高级畜牧师程文定。他说，制作青贮饲料，要做好以下
各个环节的工作，可提高青贮饲料的品质。

装窑要迅速。料温在25℃至33℃时，乳酸菌会大量繁
殖，很快占据优势，其他杂菌都无法活动繁殖，从而使青贮成
功。当料温达到50℃时，丁酸菌活动繁殖，使育贮料变臭，
同时，养分也大量流失。

原料含水量要适宜。适于乳酸菌繁殖的含水量为70%左
右。70%的含水量相当玉米植株下边有3片至5片干叶的时
期。铡碎后将原料握在手中，指缝有水珠渗出而不滴下为含水
量适宜。水分不足青贮料不易踩实，空气不易排出，窖内温度
会迅速上升。湿度不够，可在切碎的青贮原料中加适量的水，
或与其他含水量丰富的原料（如甜菜、甜菜渣等）混贮；青贮
植株中原有的液汁容易被挤压流失，或青贮植株结成黏块多，
同样也会引起酪酸发酵。因此，可将青贮原料适当晾晒或加入
一些粉碎的干料（如麸皮、草粉等），使其含水量适宜。

原料中要含一定的糖分。青贮料中必须含有一定量的糖
分，因为乳酸菌以植株中的糖分为养料，这与乳酸菌的迅速形
成，保证青贮料质量有很大关系。育贮料的含糖量，一般不低
于新鲜原料重量的1%~1.5%。玉米茎叶、果穗和薯藤都含有
足够的糖类物质，很容易青贮。

青贮原料要洁净。收割青贮原料时，尽量选择晴朗天气进
行，防止污染上泥土，因泥土中含有很多霉菌和丁酸菌。堆放
铡切场地要事先清扫干净，地面消毒或撒些生石灰，也可铺塑
料布，防止混入太多的泥土。

适当使用添加剂。为了提高青贮饲料的品质和营养水平，
可在原料中使用添加剂。喂牛羊的青贮料可加入尿素，添加量
按玉米秸总量的0.3%为宜。添加食盐的青贮料，各种家畜都
喜欢吃，可在青贮时加入原料总量的0.1%-0.15%。加入磷酸
添加剂，能使青贮原料迅速酸化，可防止有害的丁酸菌和腐败
微生物的繁殖。此外，青贮料的迅速酸化可以抑制酶起作用，
促进青贮料更好地保存蛋白质等重要物质。

窖顶要封严。装填原料要高出窑口30厘米-40厘米，使
其呈现中间高、周边低的形状。圆形窖为馒头形状，长方形窖
里弧形屋脊状。窖顶封土不能少于40厘米，然后用和好的泥
抹严之后要经常观察，发现有裂缝和下陷的地方，及时填土抹
严，严防空气、雨水进入。 （据《中国畜牧兽医报》）

青贮饲料粮改饲下的新蓝海

金融产品也要接地气
●吴晋斌

N 大地絮语

秋季羊常见病的防治

洮北区草原生态建设成效显著

从第三届北京国际优质农
产品展示交易会上了解到，农
作物补硒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
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因为补
硒可以改善土壤的活性、提高
农作物品质、增强人体免疫
力。

据有关专家介绍，硒可以
改善土壤板结和盐碱化，促进
植物吸收各种养分，分解土壤
中的有机质，提高土壤保水、
保肥能力，促进生根壮苗。

增加农作物的硒元素含
量，可以调理作物根茎生长环
境，有利于有益微生物和繁衍
生长，使农作物根系发达。

由于硒是植物和动物体内
有益的营养元素，研究表明其
具有提高动植物免疫力的作

用，因此，硒可以作为动植物
饲料微量添加剂，提高农副产
品含硒量。

目前，硒已被作为人体必
需的微量元素。我国是一个缺
硒的国家，全国缺硒地区占国
土面积的70%以上，严重缺
硒地区占国土面积的30%。

然而，由于农业产量的不
断提高，土地过度开发等原
因，目前国内80%地区的土
壤硒元素匮乏甚至不含硒元
素，导致产出的农作物中硒含
量普遍偏低，直接影响人们硒

的摄入量。据悉，正常中国人
血液中的硒含量远低于美国人
的水平。

补硒可以提高农产品的品
质与竞争力，还可以促进出
口，而且大部分中国人的体质
需要补硒。需要注意的是，存
在于自然界中的硒，直接用来
食用人体是吸收不了的，只有
通过动植物吸收转化后，将无
机硒转化为有机硒，这样人体
才可能吸收，有机硒具有抗癌
抗肿瘤的作用。

（据《农民日报》）

最急性中毒的病鹅往往见
不到任何症状便突然死亡，多
数中毒鹅表现为停食，精神不
安，运动失调，流泪，大量流
涎，频频摇头，肌肉震颤，泄
殖腔急剧收缩，有时伴有下
痢，瞳孔明显缩小，呼吸困
难，循环障碍，黏膜发绀，体
温下降，足肢麻痹，最后抽
搐、昏迷而死亡。

中毒初期，可用手术法切
开皮肤，钝性分离食道膨大
部，纵向切开2—3厘米，将
其中毒性内容物掏出或挤出，

用生理盐水冲洗后缝合。然后
静脉注射或肌肉注射解磷定，
成鹅每只0.2—0.5毫升，并配
合使用阿托品，成鹅每只每次
1—2毫升，20分钟后再注射
1毫升，以后每30分钟服阿
托品1片，连服2—3次，并
给充足饮水。

如是雏鹅，则依体重情况
适当减量，体重0.5—1公斤
的小鹅，内服阿托品1片，15
分钟后再服1片，以后每30
分钟服半片，连服1—3次。

（阿农）

鹅有机磷中毒的治疗方法 农作物补硒好处多

N 养殖技术

洮南市金塔生态农场通过土地流转，滴灌种植粘玉米400公顷，不仅粘玉米丰收，还收获
青贮饲料16000吨，成为当地养殖场的抢手货。图为日前农场正在用机械收割青贮饲料时的情
景。 邱会宁摄

9月18日，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农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顾客在选购特色商
品。

2016年，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推进农村电子商务全覆盖工程，通过建设农村电子
商务服务站、成立县农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建立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等，向农
村群众提供网络代购代销、物流配送、话费充值等电子商务服务。目前，大厂县已完成县
乡村三级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农村电子商务硬件建设全覆盖。 新华社记者李晓果摄

从当前我国特种养殖业发展现状来看,
大部分特种养殖发展前景依然看好,但广大
养殖户一定要密切关注市场行情,避免盲目
发展。具体来说,要把好“四关”。

第一关找准项目:“搞特种养殖,要因地
制宜选好项目。”陕西镇坪县腾展农业园区
总经理童心华分析说,选择特养品种一定要
选好项目,其中,消费市场很关键。一些厂家
在项目的选择上缺乏经验,最终负债累累。

在选择项目前,应对本地及周边的市场
进行调查,应该在当地选择既有市场,又还没
有大量养殖的项目。

第二关分析市场:特种养殖兴起的这几
年,有的亏本,有的却成了百万富翁,原因就
是对市场把握的时机。“中国每年对蝎子需
求近5000吨,但市场上实际只能提供400多
吨,市场缺口极大。”童心华分析说,由于蝎
子养殖不像鸡、猪等养殖周期短,蝎子养殖
周期最快也要一年左右,需要足够的耐性和
经济实力来投入。因此,当你看准一个项目
时,一定要对市场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第三关管理水平:特种养殖行情好,但真

正精通技术和信誉好的养殖场家不多。因
为,特种养殖对其场所和从业人员的技术要
求比较高,对品种的性能、特点、养殖技术
都有严格要求,不是所有人都能随随便便成
功的。没有技术,注定是难以成功的。以养
蝎为例,有的人掌握了养蝎技术,但是养蝎的
数量却很少,即便养殖成功也不等于赚钱。
所以,养殖技术对养殖户来说是无价之宝,是
成功的关键。

第四关品种选择:时下,特种养殖业已成
为我国城乡商品生产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
部分,我国特种养殖业从无到有,从小打小闹
的传统饲养发展到以商品生产的规模饲
养。目前,我国特种养殖业前景看好,各地
可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变化因地制宜地
发展特种养殖业。童心华说,在特种养殖
中,选择优良品种是成功的关键。如珍禽
的产蛋率、受精率、孵化率、成活率、肉
料比、生产速度等,由于质量的差别,其生产
性能相差很大,劣质产品毫无经济效益,因
此,引种户切不可贪图便宜,因小失大。

(史川)

搞特种养殖需把好“四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