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肉牛产业技术

体系专家尝试将抗菌肽作

为抗生素的替代品，目前，

这一试验在陕西省渭南市

合阳县养殖企业已初现成

效：可提高肉牛生产性能，

改善肉牛健康状况，还能

提高犊牛成活率等。

随着我国肉牛养殖

业的不断发展，肉牛饲料

添加剂的应用不但可以

完善日粮的全价性，提高

饲料的利用率，而且可以

促进肉牛生长发育，增强

免疫性能，改善牛肉品质

等。而抗生素的长期使

用易产生耐药性，在牛肉

中形成残留，危害人类健

康。因而开发既能保证

肉牛增重速度和饲料转

化效率，又能提高牛肉品

质的绿色饲料添加剂成

为未来主要趋势。

为此，今年以来，陕西

省肉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专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胡建宏教授科研团队，在

陕西湛耘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尹军宏的配合

下，就抗菌肽在肉牛养殖

应用中进行科学试验。

抗菌肽不仅有广谱抗

菌活性，还具有耐酸碱、抗病

毒等作用。陕西湛耘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在试验中采

用复合纳米抗菌肽，该抗菌

肽由不同抗菌肽串联而成，

经医药级别的纳米材料包

被，活性≥1.0x1010cfu/g，
白色粉末，耐酸碱和高温，

100%速溶于水，每50g抗

菌肽与500kg精料混匀即

可，无需添加其他

益生菌和酶类，可

长期使用。

经过试验使

用后发现：犊牛

腹泻显著降低，

治愈率达95.8%；采用拌料

方式饲喂，日增重比对照

组提高75g/天，肉牛生长

速度和健康状况得到明显

提高，体质得到很大改善。

胡建宏说：“抗菌肽对

肉牛进行健康养殖这一技

术，在陕西湛耘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进行试验示范，

通过严格的科学试验后可

在合阳县及周边牛场逐步

示范推广，按照质量兴

农、绿色兴农和效益优先

的原则，以更好地利用现

代养殖技术指导陕西肉牛

产业生产优质牛肉，助推

渭南乃至陕西肉牛产业高

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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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9日，中央农办

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

仁健主持召开部常务会

议，传达学习国务院常务

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

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

会议部署安排，全力以赴抓

好秋粮生产，做好防灾减灾

各项工作，奋力夺取全年粮

食丰收，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指出，当前正是

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阶

段，也是“七下八上”防汛

抗旱、防病治虫的重要时

期，要紧盯水稻、玉米、大

豆等重点作物，分区域、分

作物、分时段落实田间管

理技术，落细秋粮稳产增

产关键技术措施，强化技

术指导服务，努力提高单

产、稳定总产。要分类施

策抓实防灾减灾，加密与

相关部门沟通会商，及时

发布预警信息，指导各地

完善应急预案，做好物资

储备和技术准备，最大限

度降低灾害损失。要抓好

草地贪夜蛾“三区四带”布

防、水稻“两迁”害虫跨区

联合监测、境外蝗虫入侵

等重大病虫害防控，努力

实现虫口夺粮。抓紧细化

落实农资补贴、水稻集中

育秧支持政策，及早谋划

部署秋冬种，层层压紧压

实稳面积促增产责任，落

实冬小麦和冬油菜种植面

积，加紧试点探索耕地种

植用途管控机制办法。

会议要求，要稳字当头

抓好生猪生产，继续加强监

测预警，盯紧盯实能繁母猪

存栏量等关键指标，合理调

控生猪产能，引导养殖场户

合理安排生产，努力稳定供

给稳定市场。

（据农业农村部网站）

本报商洛讯（全媒体记者 周廷 通讯员 李晶）

今年以来，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高坝店镇因地制

宜，在双寨村引导群众发展中华蜂养殖，很多村民

房前屋后都摆放着整齐有序的蜂箱，漫天飞舞的

蜜蜂在这里采花酿蜜，既不耽误村民们干农活、

打零工，又能在年底“甜蜜”增收，为乡村振兴注

入了新动能。

高坝店镇按照“房前屋后满架满园，视野所及

满栽满插”思路，镇村干部通过院落会、村组会和

入户走访的方式鼓励农户大力发展“庭院经济”，

积极落实《五个扶持办法》，把村民世代养殖养蜂

产业作为庭院经济来发展。村集体经济合作社

负责做好农户养蜂技术指导，蜂蜜统一由村合作

社回收包装外销；外出务工的农户蜂箱由村集体

代养，并按户类型和养蜂数量予以补贴。高坝店

镇动员所有群众积极参与其中，实现经营性收入

稳定增加。

高坝店镇通过“党支部+集体经济+农户”

的产业发展模式，目前双寨村已新发展中华蜂

1500 箱，带动 186 户群众参与养殖，确保群众

户户有产业、人人有收益；成立中华蜂产品质

量监督工作组，在中华蜂养殖过程中加大监督

检查力度，从源头和生产过程抓起，追求原生

态，杜绝“掺杂使假”以次充好，做强做优特色

品牌，实现可持续发展。

近日，由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牵头建设

的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以下简称

国创中心）东北中心在哈尔滨揭牌成立，此举

将推动提升我国粮食科技创新和盐碱地生态

修复能力，为我国突破“藏粮于地”空间、拓展

“藏粮于技”储备开辟新路径。

国创中心的建设是袁隆平院士生前专

门向国家有关部门提议，为国家耐盐水稻

事业发展壮大亲自推动的重量级国家创新

平台。该中心由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牵

头，联合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等11家单位

协同共建，在全国典型盐碱地生态区设立

华南、华东、西北、东北4个区域中心。预

计到 2030 年培育出适合不同盐碱地生态

区种植的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水稻新品种

10-15个，在全国推广面积达1亿亩，亩产

达到300公斤以上。

东北中心作为国创中心的重要组成部

分，将立足黑龙江，联动三省一区，重点开展

寒地高产、优质、适应性广的耐盐碱水稻品种

培育技术攻关。

“东北地区分布着5000万亩寒地盐碱

地，黑龙江占1500万亩。这些盐碱地如果种

上水稻，只要达到亩产300公斤基础线，就可

年产稻谷45亿公斤。”国创中心副主任、东北

中心主任来永才表示。

目前，东北中心通过前瞻性战略思维进

行顶层设计，建立了“首席科学家+试验站站

长”联动配合的高效运行机制，打造了集育

种、栽培、植保、信息于一体的科研创新团队，

构建了资源搜集利用、技术配套集成、新品种

培育的创新发展模式，审定推广了18个耐盐

碱水稻品种，创新集成了盐碱地水稻提质增

效、轻简节本直播、芦苇专项治理、稻田泥浆

化治理等技术模式，累计推广面积1000多万

亩。其中，“绥粳18”“龙稻124”“齐粳10”分

别在pH8.8-9.5的盐碱地上创造了455-495

公斤的高产纪录，取得了“从盐碱地上产粮”

系列核心技术突破。

（据《科技日报》）

本报宝鸡讯（全媒体

记者 胡润田 陈萍 通讯员

寇蓉） 7月29日，陕西省

畜牧业协会名誉会长郭庆

宏一行，调研了陕西省畜

牧业协会会员单位陕西千

阳莎能奶山羊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千阳莎能奶

山羊公司”），与千阳莎能

奶 山 羊 公

司 总 经 理

邓 永 平 进

行了交流，

了 解 企 业

发 展 经 营

情况，探讨

了 公 司 奶

山 羊 产 业

发展情况。

千阳莎能奶山羊公司

主要从事莎能奶山羊良种

扩繁、推广，奶山羊冻精、胚

胎等遗传物质的生产与销

售，推广、培训奶山羊繁育

良种技术，进行现代养殖

管理技术试验示范，有机

肥生产等业务。

该公司是国有控股综

合性奶山羊良种繁育龙头

企业，设计存栏羊只5000

只，现在存栏羊只 1230

只，建有标准化羊舍4栋

8400平方米、转盘式挤奶

厅等1200平方米，综合楼

1栋，青贮窑5000立方米，

有机肥加工车间1200平

方米。干草棚2000平方

米，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

据悉，千阳莎能奶山羊

公司作为政府推动奶山羊

产业发展的市场化运作平

台，按照“公司+养殖场+村

经济合作社+农户”四种方

式，采取“统一品牌培育，统

一良种繁育、统一技术服

务、统一疫病防控、统一推

广销售”的运行服务机制，

进一步构建以产业化经营，

企业化生产、社会化服务的

奶山羊养殖运营服务体系，

使龙头企业带动和社会化

服务融合发展，有力助推奶

山羊品牌建设。

“今年，公司和张家塬

镇政府深度合作，开展了

‘借羊还羊’模式的试点工

作，实施这个模式可以有

效解决农户因缺资金、缺

技术、缺良种、差羊的短

板，推行分户扩群，扩大奶

山羊养殖规模。同时，公

司将积极创建市级农业产

业园和争创乡村旅游网红

打卡地品牌项目，有力助

推奶山羊产业发展和乡村

振兴。”邓永平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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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高坝店镇：

陕西省畜牧业协会到千阳莎能奶山羊公司调研

抗生素有了替代品：

抗菌肽可提高肉牛生长发育性能

编者按：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在 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了历史性成就、发生

了历史性变革。

为贯彻落实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及

中央一号文件精神，

宣传农业科技创新、

推广应用成果，展示

农业农村现代化发

展状况，近日，农业

科技报社策划推出

“农业科技这十年”

专栏，专题报道农科

教人员在农业科技

成果转化、推动农业

农村现代化、农业科

技助力乡村振兴等

方面取得的成效。

全媒体记者 胡润田

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
这十年这十年这十年这十年

小蜜蜂
酿出“甜蜜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