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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羊增牛”为这片草原带来哪些变化

闫国树是村里第一个用牛粪养蚯蚓的农民，2.7 亩田里叠着长长

的垄，他估算仅这一项今年就能增收 3 万元。巴雅尔图养了 80 头母

牛，每年出栏小牛 60余头，出售牛犊的纯利润大约每头 5000 元。朝

格图再也不担心十年九旱了，采用旱作农业技术后，5 毫米降水种子

就能发芽，青贮玉米亩产高达 5吨。乡亲们还有发展山杏、杏扁的，

种植黄芩、苍术的，开设牧家乐、林家乐的……

5 月 19 日，《中国绿色时报》记者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

左旗采访，农牧民都很乐意讲述自己为保护家乡辽阔草原、清澈河流、

秀美森林作出的贡献，乐意分享因“减羊增牛”鼓了腰包、美了家园、

乐了心情的美好奔头。不管是养蚯蚓、种玉米，还是发展中药材、拓

展旅游业，大家目的都非常明确，就是减羊守护生态美、增牛尽享生

活乐，“事业是实干出来的，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

事实确实如乡亲们描述般喜人。

2022 年，巴林左旗森林和草原总面积 664.7 万亩，森林覆盖率

38.33%，草原植被盖度 66.1%，城区绿化覆盖率 84%；肉牛产业“牛

气”十足，百万亩杏扁生机勃勃，林下种植养殖业方兴未艾；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21462 元，同比增长 7.1%，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持续提升。

闫国树生活的乌珠花嘎查，隶属巴林左旗乌兰达坝苏木。这是巴

林左旗 3 个纯牧区乡镇之一，有草原 46 万亩、林地 10 万亩、耕地

4.7 万亩，人口 5000 余人。乌珠花嘎查有草原 7.36 万亩，林地和农

田较少，人口 1200 余人。苏木党委书记金全说，之所以“减羊增牛”，



是因为羊吃草连根都吃，来年草原没了，家园也就没了；牛吃草不破

坏草根，来年又是一片生机盎然的草原。

金全介绍，2019 年前，乌兰达坝苏木有 30万只羊，按照草原的

载畜量，10 亩草原养一只羊，苏木只能养 4.6 万只羊。为了保护草

原生态环境，旗里便号召农牧民减羊增牛。可对于农牧民而言，减了

羊明显就减少了收入，增了牛到底能不能致富还不知道，大家的心里

没底。

为打消农牧民的顾虑，旗里出台了鼓励养牛的政策，养牛户可以

享受贴息贷款，金融机构简化放款手续、延长贷款期限，还有配套的

养殖业政策性保险和商业性补充保险。再加上当时活羊没有肉牛市场

行情好，以及羊绒价格走低，慢慢地农牧民开始主动减羊增牛。

闫国树原本养了上百只羊，年纯收入 2 万多元。2019 年，他把

羊全卖了，改养西门塔尔牛，目前存栏 30头，年纯收入 3 万元。临

村哈布其拉嘎查的巴雅尔图是脱贫户，养牛不仅让他过上了好日子，

还为他赢得“致富能手”等 10 余项荣誉，两个上学的女儿以他为榜

样，获得奖状比他的还多。

2022 年，乌兰达坝苏木的羊由 2019 年的 30 万只减少至 1.2 万

只，牛存栏由 8000 头增加至 4 万头，苏木户均牛存栏 26头，一些养

牛大户年收入达二三十万元，实现了草原生态持续好转与牧民稳定增

收双赢。

牛多了，草原的载畜量够吗？牛粪处理不当会引发新的环境问

题，怎么办？

金全算了一笔账：一头牛一年需要 3.5 吨青贮饲料。2022 年，

在三峡集团和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帮扶下，乌珠花嘎查采用旱作农业技

术种了 300 亩青贮玉米试验田，亩产由原来的 3.5 吨提高到了 5 吨，

有效解决了牛的舍饲问题，草原生态保护一如既往。今年，试验田面

积扩展到了 2000 亩。2022 年，苏木牛粪总量 20万立方米，回田 10

万立方米，同时，引进了巴林左旗众良蚯蚓科技有限公司带动农民养

蚯蚓，每 100 亩基地用牛粪 5 万立方米，使剩余牛粪变废为宝。



公司总经理王学文介绍，蚯蚓不仅是处理畜禽养殖废弃物的能

手，还具有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蚯蚓粪可以加工有机肥颗粒，为绿

色农业提供丰富的饲料添加剂和自然肥料，促进了种养结合，形成一

个完整的循环产业链。

今年春，苏木组织农牧民外出考察蚯蚓养殖，乌珠花嘎查去了不

少人，但只有闫国树有勇气尝试，他成了嘎查第一个养蚯蚓的人，预

计今年养蚯蚓和养牛可以各收入 3 万元。“许多农牧民不敢轻易接受

新鲜事物，等大家看到老闫赚钱了，就有兴趣参与了，我们再领着大

家干、带着大家赚。”王学文说。

乌兰达坝苏木的变化只是巴林左旗生态美、百姓富的一个缩影。

记者在十三敖包镇西沟村采访得知，村里在实施减羊、增牛、整沟、

治壑以及旱作农业技术的同时，制定了“以工代奖”“六四制”等一

系列促进乡村治理的措施，村民通过收集牲畜粪便、清理村里垃圾等

获得相应的种植养殖实物奖励。在三峡集团和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帮扶

下，4年来村里侵蚀沟全部得到治理，重点区域已植树造林，农业新

技术推广到了全村 90%以上的耕地，亩均增收超过 200 元。

大自然保护协会内蒙古项目总监林阔成介绍，针对巴林左旗干旱

的特点，大自然协会与巴林左旗政府一起研究提出了“水四步”方

案，即水源涵养、集雨截流、旱作节水、提高水资源生产力。同时，

通过探索社区合作新模式，逐步引导农牧民应用新技术、新模式，实

现产业升级。

守住绿水青山，造就金山银山。5 月 26 日，赤峰市政府调研组

到巴林左旗调研草原生态保护和畜牧业转型发展时给予充分肯定，调

研组表示，加强草原保护促进生态畜牧业发展，是加快农业结构调整、

繁荣牧区的重要举措，也是新时期畜牧业转型升级、加快现代草牧业

建设的重大尝试和探索。（记者 吴兆喆 通讯员 敖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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