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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3 岁的田恒新是呼图壁县大丰
镇联丰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多年来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奉献给了奶牛
养殖事业，在当地他的奶牛养殖事业做得
红红火火，年产值达到近千万元。近日，笔
者走进呼图壁县大丰镇联丰奶牛养殖基
地，探访田恒新奶牛养殖致富的秘笈。

呼图壁县大丰镇联丰奶牛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2008年成立，经过快速发展奶牛存
栏量从最初的80多头现在已经达到了600
头。田恒新向笔者介绍合作社养殖的多为
荷斯坦奶牛，这个品种的奶牛以产奶量高、
适应性广而著称。“为了保证奶牛产奶质
量，在饲料方面，我们要求饲料干物质达到
30%，淀粉含量达到30%，符合奶牛所需的
营养指标。在育种方面，我们选择优质的
冻精改良牛的品种。目前我们一头奶牛平
均日产奶35公斤。”

提及奶牛养殖致富的秘诀，田恒新笑
着说：“贵在坚持。从事奶牛养殖事业我也
同样经历了很多坎坷和波折。”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合作社成立之初
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资金短缺。“那时牛奶
市场价格低，我们饲养牛成本过高、牛奶产
量低，资金周转不开，就选择卖掉了一部分
牛回笼资金。从2012年开始，合作社就开
始跨步往前走了，那时呼图壁县大力推进
良种工程助力畜牧业提质增效，先后投入
100多万元，用于合作社挤奶厅、圈舍的建
设，引进先进机械设备，让我的奶牛养殖事
业有了起色，这一切多亏了政府的支持与
帮扶。”回忆起合作社成立之初的艰难开
端，田恒新感慨万分。

置身于合作社现代化的挤奶厅里，笔
者见识到了现代化奶牛养殖的科技含量。
每个计量表上每头牛的排乳速度、产奶量、
挤奶用时等信息一目了然，产出的新鲜牛
奶直接装进密闭的牛奶罐。

呼图壁县大丰镇联丰奶牛养殖基地科
技场长王志先告诉笔者，合作社同蒙牛乳
业签订了鲜奶供应合同，按照蒙牛乳业的
鲜奶供应质量要求，产奶全程进行质量监
控，每天挤出来的牛奶在装车前要进行多
项指标检测。“牛奶挤出来以后检测的是酒
精阳性乳，主要看它有没有发酸，制冷过程
有没有受到影响。装车前、送到指定地点
后对方都要检测，如果牛奶出现任何一点
问题都不能装车。”王志先说。

在蒙牛乳业的高标准严要求下，联丰
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奶牛养殖从饲
养管理、卫生制度等方面领先于行业其他
厂家。田恒新说：“蒙牛乳业要求比较高，
牛奶以质论价，质量好了给好价钱，不达标

就不要了，因此我们合作社生产的牛奶各
项质量标准远高于国家标准。”

田恒新用一串数字向笔者介绍牛奶质
量：“我们鲜牛奶的蛋白质含量达到3.3％
左右，脂肪含量达到3.7％至4.0％，所以牛
奶的口感特别好。”

生产的牛奶质量过硬得益于合作社的
科学养殖。在人才配备上，合作社积极引
进专业技术人才，并培育自己的配种员。

王志先2018年3月份进厂，如今已经
从兽医岗位转型到管理岗位，他说：“我是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畜牧兽医专业毕业
的，现在我带了一个兽医和一名配种员，三
个专业技术人员负责合作社的养殖技术业
务。”

笔者看到合作社里每一头牛都有一个
耳标，王志先介绍说：“这相当于它们自己
的身份证，每个牛都有档案，生下来以后耳
朵上标有编号。从它的档案户口里可以查
到它上面三代的资料信息，比如它的母亲、
父亲以及父亲的父亲，通过这个身份信息
查询系统，每年挑选冻精的时候就能知道
牛的谱系，避免奶牛近亲繁殖。”随即他指
着一头牛说：“这头牛是我们牛场里面一个
特殊的品种，它是黑白花和西门塔尔的杂
交品种，这头牛既有产肉的能力又有产奶
的能力，效益很高。”

前几年受疫情影响奶牛养殖业处于低

谷期，特别是对于散养奶牛的养殖户冲击
更大。针对这种情况，田恒新创新推行了

“以奶换肉、以奶促肉”养殖新模式。田恒
新说：“当时牛奶市场价格特别低，很多养
殖户家中都有过剩牛奶，也卖不到好价
钱。农户的一头成年母牛生下牛犊以后，
牛奶日产量最少在10公斤左右，一头小牛
一天最多能消耗6公斤牛奶，剩余的牛奶
没地方卖，我们提倡农户用牛奶置换合作
社的公牛犊，帮助农户增收。”

合作社将每年生产的公牛犊以低于市
场价格的10％卖给周边农户，农户用母牛
生产的奶饲养公牛犊，通过2个月的哺乳、
4 个月的饲草喂养后就可以进行出售，此
时一只牛犊可以卖到6000元左右，通过这
种模式，农户可以挣3000 元左右，实现增
收。

大丰镇联丰村村民木合依提·艾买提
汗说：“多余的牛奶卖不掉，我就从合作社
买了几只公牛犊，牛犊养到5个月大，就可
以卖掉，一头牛犊可以挣3000元，多余的牛
奶也没有浪费，我觉得这个办法非常好。”

呼图壁县大丰镇联丰奶牛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按照规模化、标准化要求，运用品种
改良、胚胎移植、TMR日粮制作、奶牛智能
化管理等技术，提高奶牛养殖效益。目前，
合作社存栏600头牛，年收入达1200万元，
奶牛单产达到12吨以上。

本报讯 通讯员张玉洁、
卢巧娣报道：近日，吉木萨尔县
残联举办残疾人现代畜牧业养
殖培训班，让更多残疾人掌握
科学的养殖技术和方法，助力
残疾人通过养殖业拓宽就业渠
道，增加收入。来自吉木萨尔
县泉子街镇、新地乡、大有镇 3
个乡镇的 29 名残疾人参加了培
训。

培 训 班 聘 请 专 业 培 训 学
校老师为学员进行为期 10 天
的授课。培训中，授课老师采
用“理论+实践”的方式，讲授
现代畜牧业发展前景、动物防
疫法、动物传染病防治基础知
识、畜牧养殖方法以及有效利
用 新 媒 体 平 台 宣 传 销 售 畜 牧
产 品 等 内 容 。 结 合 各 乡 镇 牛
羊养殖实际情况，老师还讲述
吉 木 萨 尔 县 个 别 乡 镇 特 色 养
殖 的 典 型 案 例 ，和 学 员 面 对
面、零距离讲授农村养殖新型
适用技术等内容，激发了大家
的学习兴趣。

吉木萨尔县大有镇大有村村
民沈国文发展养殖业 5 年了，他
养了 10 头牛、20 多只羊，他发现
这几年畜牧养殖业的发展前景很
不错，打算继续扩大养殖规模。
沈国文表示，这次来参加培训，受
益匪浅，希望能够及时更新养殖
观念，学习更加科学的养殖方法，
通过发展养殖产业实现增收致
富。

培训中，培训老师还组织
学员前往大有镇大有村养殖大
户的养殖区进行观摩学习，围
绕基本的圈舍粪便清理和环境
消毒、动物季节性疾病预防、免
疫接种等知识现场向学员进行
讲解，并对大家提出的问题逐
一解答。近距离的实践观摩和
学习，激发了大家努力学习现
代畜牧业养殖技术的兴趣，坚
定了他们通过养殖业增收和提
升改善生活质量的信心。

吉木萨尔县大有镇渭户村
村民苏英福是一位养鸡大户，
她说：“老师关于科学养殖家禽
的内容讲得非常好，经过这次
培训，我也学习到了一些科学
养殖牛羊的方法，打算回去也
发展下这方面产业，培训对我
们残疾人帮助很大，让我们学
到了不少知识。”

吉木萨尔县残联党组副书
记陆安斌说：“此次培训班主要
结合乡镇畜牧业产业优势，立足
于现代畜牧养殖的新形式，使残
疾人转变养殖观念，掌握畜牧业
养殖基本知识，提高养殖技能，
降低养殖成本和风险。同时，也
是带动更多的残疾人投身到现
代畜牧养殖业之中，增加大家的
经济收入。今后，吉木萨尔县残
联将持续深入推进残疾人培训
工作，促进残疾人就业，更好地
为残疾人服务。”

吉木萨尔县残联举办

残疾人现代畜牧业养

殖培训班

田恒新的奶牛养殖致富经
本报通讯员 张军剑 张琴 王涛

在呼图壁县大丰镇联丰奶牛养殖基地，饲养员正在喂牛。
王涛 摄

近日，吉木萨尔县委宣传部驻吉
木萨尔镇北庭路社区“访惠聚”工作队
组织擅长制作马肠子、馓子、油果子等
美食的 8 位辖区居民，加工制作特色
小吃美食，并将产品送到周边市场，利
用网络直播带货的方式，推荐当地特
色美食及农副产品，拓宽销售渠道，助
民增收。

图为游客品尝北庭路社区居民制
作的美食。

赵浪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