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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规模化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建设是
推行畜牧产业化经营基础，是实现畜牧业
标准化生产、有效防控动物疫病，提高畜
产品质量重要措施，是实现“六畜兴旺”
的根本途径。

当前畜禽规模化养殖场（小
区）建设存在的问题

建设发展无规划。一些乡村对促进畜
牧业发展相关政策和《畜牧法》中“畜禽
规模养殖场（小区）用地按农业用地管
理”的规定没有得到很好落实，发展规模
化养殖缺乏总体规划，规模化养殖占地难
的现象十分突出，制约了畜禽规模化养殖
场和养殖小区发展。

建场选址不科学。不少地方的畜禽养
殖场建在居民住宅区的房前屋后，或是选
址距离村屯、学校、河道水源地、主要交
通要道较近，不利于疫病防控。

场区布局不合理。部分畜禽养殖场存
在场区布局缺乏科学规划，生活区、养殖
区、饲料储备加工区、粪污处理区不分
离，圈舍建设标准低，场区净道、污道不

分，防疫消毒和污水处理设施不健全，很
难为畜禽健康生长营造适宜环境。

养殖污染压力大。畜禽规模化养殖带
来粪污产生量增加，一些养殖场缺乏相应
的粪污处理实施，粪便露天堆放，污水井
无防渗措施，给周边环境和地下水源造成
不同程度的污染。

饲养管理不规范。一些养殖场标准化
管理意识淡薄，没有建立或完善各种规章
制度，养殖档案填写不完整，低水平、高
耗能养殖带来经济效益不高。

产业发展水平低。很多地方畜禽养殖
场（小区）存在着生产设备、生产技术及
生产条件落后，缺少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
带动作用，农村各类畜牧专业合作组织培
育发展不足，组织化程度不高，作用发挥
有限，畜禽养殖存在着无序性，受市场影
响因素较大，市场行情好时养殖量剧增，
行情低时陡减，时常出现产品的“短缺”
和“过剩”现象，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畜牧
业发展需要。

发展资金较短缺。畜禽规模化养殖生
产需要较大的投入，长期以来，一些养殖

企业由于财力有限，小额农贷额度偏低，
难以对发展规模养殖提供支持，再生产性
投入不多，产业发展后劲不足。

促进畜禽养殖场（小区）规
范化建设对策

科学布局规划。一是要制定畜禽养殖
发展总体规划。在养殖场（小区）建设
中，按照城乡统筹发展规划，合理划定畜
禽养殖的禁养区、限养区。二是要科学选
址。规模养殖场选址应地势高，水源足，
远离污染源，排污方便，距居民点、铁路
和主要公路500米以上。三是养殖场区布
局要合理。生活区、生产区、粪污处理区
分离，净道、污道分开，防疫消毒和污水
处理设施健全。四是圈舍设计要科学。既
要冬暖夏凉，又要利于通风，为畜禽健康
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

重视减排环保。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小区）必须建立与养殖规模相配套的粪污
无害化处理设施，实现养殖生产与粪污排
放无害化处理同步进行，防止造成环境污
染。鼓励规模化养殖场、养殖小区开展粪

污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和清洁环保、
生态养殖。

搞好技术服务。牧业部门要充分发挥
职能作用，突出科技兴牧，加大标准化生
产技术推广工作力度，指导养殖场规范化
建设，定期组织开展标准化生产技术培
训，提高养殖者学标准、用标准意识；要
紧密结合生产实际和养殖场需求，送科技
入户，引导养殖场应用先进技术，提高科
学饲养管理水平；大力实施良种工程建
设，坚持“引、育、繁”相结合方针，推
广冷配技术，满足畜牧业发展对良种的需
求，提高畜禽良种覆盖率；加强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搞好防疫监测预警，扎实开展
计划免疫和消毒灭源工作，严防重大动物
疫病的发生。

强化组织化建设。在养殖场户集中的
村屯积极培育农村养殖专业经济合作社，
提高畜牧业组织化程度，充分发挥合作社
在技术推广、行业自律、维权保障、市场
开拓等方面的作用，引领养殖户走产业化
经营之路，壮大整体实力，增强规避市场
风险能力。

实行规范管理。养殖场（小区）要建
立规范的科学管理、标准化生产经营和疫
病防控制度，完善畜禽养殖档案，详实记
录养殖档案中规定的各种内容，规范畜禽
养殖行为。

加大政策扶持。政府部门要增强服务
意识，营造良好环境，制定鼓励畜禽标准
化规模养殖扶持政策，切实解决制约畜牧业
发展的资金、用地、融资、风险等突出问题，
引导畜禽散养户
退户入园，促进畜
牧产业化发展。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农业生产还未完全摆脱“靠天吃饭”的困境，
异常天气频频降临，灾害影响日益扩大。这种情况下，如何保障农民个
体利益的损失降到最小，又确保粮食安全的国家战略顺利实现，是一个
重大的课题。

聚集着众多农民个体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用科技创新、规模效益
规避着市场风浪的一次次冲击，对国家的粮食安全、质量安全和农业生
产方式转变做出了贡献。随着他们的不断发展，面临的各种风险因素
相互交织，对农业保险的潜在和实际需求也就越来越迫切。这时候，政
策的倾斜扶持就显得尤为重要。政策性农业保险，以惠农为初衷，在保
险产品的制定中，不能以盈利为目的，而应该更多考虑如何惠农、如何
让理赔更人性化。比如差异化的财政补贴政策，补贴标准可以按照不
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体量，提高补贴比例。像海口，把瓜菜大棚保险
保费补贴提高到了80%。合肥不久前针对种植面积100亩以上的水稻
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和农业合作社，也出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水稻提
标试点工作实施办法》，水稻保险保额由常规保额330元/亩提高到500
元/亩，保费资金5.1元/亩由农户承担，其余部分由财政支出。这意味
着，一旦发生保险责任，农民将在原有基础上多得最高达51.5%的保险
理赔。这些惠农措施，让更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农业保险中得到
了实惠。再比如如何将保险服务做得更人性化问题，保险机构可以主
动上门服务，把理赔审核周期缩短，为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提供免费的市场、科技、气象、灾害信息和防灾减灾服务
等。这些服务跟上了，农业保险发展的步伐自然会加快，为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保驾护航的功能也会提高。 （据《农民日报》）

目前正是秋白菜生长旺盛期，农民反映黑斑病和白斑病的
比较多，这里主要介绍两种病的症状和防治方法。

大白菜黑斑病
症状：主要危害叶片及叶柄。叶片染病，初生近圆形褪绿

斑，后渐扩大，边缘淡绿色至片暗绿色，且有明显的同心轮
纹。有的病斑具黄色晕圈，在高温高湿条件下病部穿孔。发
病严重的，病斑会合成大的斑块，致半叶或整叶枯死，全株
叶片由外向内干枯。叶柄染病，病斑长菱形，呈暗褐色条状
凹陷。

防治方法：首先选择抗病品种；其次是轮作，与非十字花
科蔬菜实行2－3年轮作；其三是种子消毒，用55℃温水浸种25
分钟，或用种子量0.3%的50%多菌灵拌种；最后是药剂防治，
发病初期及时喷洒50%扑海因可湿粉剂1000倍液或72%克抗灵
可湿粉剂600倍液，每5－7天1次，连防2－3次。

大白菜白斑病
症状：叶片发病初，生灰褐色近圆形小斑，扩大后变成浅

灰色至白色不定形病斑，外围有污绿色晕圈，湿度大时产生暗
灰色霉状物，病组织变薄近透明，有的破裂或穿孔。

防治方法：首先是选用抗病品种；其次是与非十字花科蔬
菜实行3年轮作；其三是加强田间管理，适时播种，施足底肥，
及时追肥，使植株生长健壮；最后是药物防治，发病初期及时
喷洒80%盛蓝可湿粉剂500倍液或50%多菌灵可湿粉剂500倍
液，每15天1次，连防2－3次。

（据《吉林农村报》）

培育种公鸡
培育符合标准体重和体质健壮种公鸡的基础是选

种。选择鸡苗时，养殖户必须选择来自于防疫严格、
种鸡质量好、出雏率高的种鸡场，并选择活泼、眼睛
有神、大小整齐、腹部收缩良好、脐环闭合完全、无
血迹且肛门干净的健康雏鸡，只有把握好这关，才能
确保雏鸡质量优良。

科学的公母鸡比例
不同饲养方式，公母性比不同。自然交配的公母

性比，在整个种用期间应保持1∶7－1∶8，蛋种鸡
应保持在1∶10，在种用前期按公母性比，肉种鸡
1∶7配备，蛋种鸡1∶9，中期由于部分公鸡死亡淘
汰，应补充部分公鸡，时间最好在傍晚进行。笼养人
工授精的公母性比，整个种用生产期保持1∶25-1∶
30。在配种前期，可以多留一批公鸡，公母性比1∶
20，中期保持公母性比1∶25，后期保持公母性比
1∶30。若出现死亡淘汰比例过大时，可以在55周龄
左右补充一部分新公鸡。

掌握种鸡场饲养管理关键技术提高
产蛋率

衡量一群种鸡产量性能的标准主要是入舍母鸡产
蛋量，还有高峰期的高度及高峰维持时间；开产后体
重是否达标，高峰期的高峰料是否及时更换，饲料营养
特别是能量标准也能决定产蛋量的高低。各种疾病，
如变异性传染性支气管炎、生殖性传染性支气管炎、一
过性脑脊髓炎、腺胃炎和各种肠道疾病，在饮食欲基本
正常、没有明显症状的情况下，会影响产蛋率上升。

提高受精率
采精：一般为背腹式按摩法，采精时两人操作，

一人保定，一人采精，保定人员双手将公鸡双腿和翅
膀握住，置于腋下固定，头朝后，尾朝前。采精员左
手拇指和其他四指自然分开，以掌面贴在公鸡背部两
翅内侧向尾部区域轻快按摩，并往返多次，待公鸡引
起反射，立即翻转左手拇指和食指，放在勃起的交配
器两侧，向交配器挤压，与此同时，右手紧握集精
杯，手背紧贴公鸡腹部柔软处按摩几次，等精液射出
时用集精杯盛放精液，左手挤压几次见无精液流出时
将集精杯移去。采好的精液要在30分钟内完成输精
工作，采精时间一般安排在14∶30-15∶30为宜。

输精：翻肛人员不能用力太猛，一定要着力左
侧，因为输卵管在泄殖腔的左上方，翻肛人员与输精

人员在操作上要密切配合，输精时的力度应保证和取
精液的力度相同，输精针头不能有空气，否则，输入精
液会包裹空气形成泡沫，将空气输入输卵管内，会使
精液外溢，造成输精失败，影响受精率。输精间隔一
般选择5天，效果比较理想，能得到持续平稳的受精
率，严格的采精和正确的输精是提高受精率的关键。

提高孵化出雏率
孵化主要是温度控制，孵化种蛋最适宜的温度为

37℃-37.8℃。在孵化时应先定好温度，使之在适宜
的温度范围内，孵化前期，孵化湿度应保持在
55%-60%，以保证胚胎受温均匀，有利于形成尿囊
液和羊水。孵化中期，相对湿度为30%-55%，以利
于水分蒸发。孵化后期，将湿度提高到65%-70%。
在高温环境中，更有利于雏鸡破壳，当雏鸡出壳
20%以上时，相对湿度应保持在75%。实践证明，从
入孵的第一天起每隔3小时翻蛋一次为宜。

适当的配种时间
自然交配时，蛋用种鸡18周龄转群后第2天放

入公鸡，经一段时间组成一个良好的群体。待开始留
用种蛋时，受精率高达97%左右，在产蛋后期65周
龄时受精率也在93%以上；肉用种鸡地面平养时，
20周龄转群后第2天放入公鸡，也有的在转母鸡前先
放公鸡的。笼养人工授精的配种时间，当母鸡产蛋率
5%左右时进行输精最好，提早输精，既为鸡群提供
了一个适应过程，又训练了人工授精人员，到收留种
蛋时受精率都在94%左右，并可提前利用种蛋。

良好的断喙
第1次断喙最好在3日龄-5日龄进行，最迟不超

过9日龄，第二次为修喙，在转群时进行。据试验，
断喙不良的公鸡进行修喙后，种蛋受精率可提高
10%以上。母鸡的断喙长度，从鸡的鼻孔下沿到喙尖
的1/2，公鸡为1/3，切忌将公鸡喙部断得过短。因
断喙后喙部感到疼痛，所以料的厚度应加深。为防止
上行感染，饮水中可以加抗菌素。

规范操作，强化管理，措施到位鸡舍设计要合
理，坐北向南，通风换气好；要做好鸡舍的严格消毒
和工作人员及车辆进出的消毒；要按照免疫规范程序
做好鸡的疫苗注射和疫病预防工作；要做好剪喙；要
用新鲜优质的全价饲料或配合饲料，保持适口性，更
换饲料时要逐渐适应过渡；尽量减少来人惊吓，以免
影响鸡的正常生长；要全进全出，统一清场消毒，减
少病原传播途径。 （据《中国畜牧兽医报》）

问：农民储藏玉米都有哪些好的
方法？

答：我市玉米收获时，水分高、自
然温度低，农户玉米储藏以穗储为
主，粒储为辅。玉米穗储具有孔隙度
大的优点，有利于自然通风降水与防
霉。经过冬季的自然通风，到来年
4—5月份，玉米水分可降至14%左
右。

粒藏。进行长期储藏的玉米粒
的水分应在14.5%以下，储藏过程中
应做好防潮措施。粒粮入仓应通风、
过筛，清理杂质。作为种子粮，水分
在20%以上的玉米，在低于0℃的环
境中储藏时，应做好防冻工作，否则
玉米胚芽受冻，发芽率降低，失去种
用价值，同时应做好通风降水工作。

（1）干燥密闭储藏。玉米经过
晾晒或烘干，水分降至14%左右，进
行散装密闭储藏，一般可以安全度
夏。

（2）低温冷密闭储藏。玉米水
分降至14%左右，于冬季进行通风
冷冻处理，压盖密闭储藏，有利于保
持粮食品质，防霉、防虫。

粒藏玉米，应注意粮食水分和温
度的变化，时常检查粮堆的温度。当
粮堆温度有升高，应及时查找原因，
如果是霉变引起的温度升高，应进行
处理。

穗藏。在吉林省普遍采用果穗

储藏的方式储藏玉米。果穗储藏时，
籽粒的胚部隐蔽，暴露的顶部有角质
层和完整果皮的掩盖，可以很好的防
止虫霉侵蚀，加之果穗储藏具有堆孔
隙大（约占玉米体积的51%）、通风
性能良好的特点，果穗储藏玉米的带
菌量和呼吸强度较粒藏玉米小，储藏
稳定性增加，玉米很少发生虫害。

玉米的耐储性差，而高水分玉米
的安全储藏更难。玉米收获到农户
家里，不要急于入仓。把品种不同、
质量不同、水分不同的粮食分开。利
用收获后天气较暖的一段时间，将玉
米穗摊开，堆放在朝阳的地上晾晒降
水，并经常翻动，分层入仓。当水分
降低到25%以下，再进入粮仓储藏
保管。

果穗储藏期间须加强温度、水分
检查，注意不同部位有无果穗生霉现
象，因为某些耐低温霉菌能在果穗的
个别部位生长发育而导致果穗生霉、
变质，而这种霉变往往并不反映在温
度的升高，当发现粮堆温度上升时，
霉变已很严重。当果穗上的籽粒水
分降至安全水分时，即可转入粒藏。

（白城市粮食局供稿）

青贮饲料是指将新鲜的青绿多汁饲料在
收获后直接或经适当的处理后，切碎、压
实、密封于青贮窑、壕或塔内，在厌氧环境
下乳酸菌大量繁殖，抑制真菌和腐败菌的生
长，PH降到4—4.2以下可把青饲料中的养分
长时间地保存下来，青贮饲料的营养价值因
青贮原料不同而异。其共同特点是粗蛋白质
主要是由非蛋白氮组成，且酰氨基酸的比例
较高，大部分淀粉和糖类分解为乳酸，粗纤
维质地变软，胡萝卜素含量丰富，酸香可
口，具有轻泻作用。青贮饲料是牛的理想饲
料，已成为日粮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生产
中常用的青贮饲料有玉米秸青贮和全株玉米
青贮等。

按青贮设备材料的不同主要分为以下三
种：

青贮窖 贮量少的，应用小圆形窖；贮
量多的，应用长方形窖，内壁呈倒梯形。长
方形的窖四角做成圆形。青贮窖的宽深取决
于每日饲喂的青贮量，通常以每日取料的挖
进量不少于15厘米为宜。如是土窖，四壁和
底衬上塑料薄膜（永久性窖可不铺衬），先在
窖底铺一层10厘米厚的干草，以便吸收青贮
液汁，然后把铡短的原料逐层装入压实。最
后一层应高出窖口0.5—1米，用专用塑料薄

膜覆盖，然后用土封严，四周挖排水沟。封
顶后 2-3 天，在下陷处填土，使其坚实隆
凸。

青贮塔 是用钢筋、水泥、砖砌成的永
久性建筑物，呈圆筒形，上部有锥形顶盖，
防止雨水淋入。塔的大小视青贮用料量而
定。把铡短的原料迅速用机械送入塔内，利
用其自然沉降将其压实。最后可在原料上面
盖塑料薄膜，然后上压余草。

塑料袋 此方法投资少，是目前国内外
正在推行的一种方法。我国有长宽各1米，高
2.4米的塑料袋，可装750-1000千克玉米青
贮。塑料袋能使2年，在此期间可反复使用多
次。青贮原料切得很短，喷入（或装入）塑
料袋，逐层压实，排尽空气并压紧后扎口封
闭即可。

常用的制作青贮饲料的原料有以下几种：

青刈带穗玉米 玉米穗青贮，即在玉米
乳熟后期收割，将茎叶与玉米锤整株切碎进
行青贮，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存蛋白、碳
水化合物和维生素，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
良好的适口性，是牛的优质饲料。

玉米秸 收获果穗后的玉米秸上能保留
1／2的绿色叶片，应尽快青贮，不应长期放
置。若部分秸秆发黄，3／4的叶片干枯视为青
黄秸，青贮时每100千克需加水5—15千克。

各种青草 各种禾本科青草所含的水分与
糖分均适宜于调制青贮饲料。豆科牧草，如
苜蓿因含粗蛋白量高，可制成半干青贮或混
合青贮。禾本科草类在抽穗期，豆科草类在
孕蕾及初花期刈割为好。

另外，甘薯蔓、白菜叶、萝卜叶等都可
作为青贮原料，应将原料适当晾晒到含水
60％—70％。 （吉农）

农业保险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保驾护航
●彭丹梅

玉米安全储藏知识

提升鸡场经济效益关键点

防治白菜黑斑白斑病有高招
●乔宏宇

青贮饲料制作方法
●高 光

洮南市二龙乡农民吴玉国改造旱田种植水稻不仅增收，还利用稻田水面养鱼，单尾最重达250克。图为
9月13日捕获稻田鱼的情景。 邱会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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