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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地方猪品种助推精准脱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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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持续推进， 畜牧业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贫困地区资源的有效利用， 发展特色畜牧养

殖业， 带动地区农民增产增收， 实现脱贫致富。 酉阳县以地方猪种盆周山地猪养殖为突破口， 促进产业升级转型， 在全县

精准脱贫工作中成效甚佳。 基于此， 本文以酉阳县盆周山地猪养殖产业扶贫工作为切入点， 对其背景和优势进行分析， 并

阐述相关精准脱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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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工作是党中央提出的一项重要基本国策， 酉阳县

以地方猪种养殖为核心， 助力精准扶贫工作的高效开展， 将养

殖与种植有效结合， 实现农民增收致富， 为进一步推动畜牧产

业精准脱贫工作提供新思路。

1 酉阳县地方猪品种助推精准脱贫实践

酉阳县位于重庆东南部， 贫困人口致贫的主要原因集中在

人 口 老 龄 化 严 重， 文 化 程 度 不 高， 交 通 运 输 不 发 达 等 客 观 因

素。 酉阳县在重庆市的统筹协调下，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选定

盆周山地猪养殖作为精准扶贫项目， 切实将养殖与种植有机结

合起来， 产业与生态融合起来， 走健康、 生态、 特色的畜牧养

殖脱贫之路 [1]。

地方猪种养殖项目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品牌升级优化， 另一

方面通过社会化推广， 定点扶贫， 进而推动区域内精准脱贫工

作的有序开展。 重庆市酉阳县地方猪种盆周山地猪产业扶贫项

目具有如下优势， 盆周山地猪具有较强的抗病能力 和 沉 脂 力，

酉阳县山区粗放的饲养环境极度， 产出的玉米、 甘薯等饲料与

茂 密 的 野 草， 为 盆 周 山 地 猪 养 殖 提 供 了 充 足 且 丰 盛 的 饲 料 资

源， 非常适合盆周山地猪养殖。 当前， 我国扶贫工作已进入关

键时期， 酉阳县作为扶贫重点， 盆周山地猪资源， 养殖基础也

在酉阳县， 该项目具有 “绿色生态， 产业开发， 资源共享” 的

特点， 同时该项目针对性强， 但劳动力不大， 养殖户不仅能节

约饲料成本， 也能充分利用盆周山地猪的粗放特点， 提高存活

率， 从而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助力畜牧产业脱贫致富。

2 地方猪品种助推精准脱贫措施

2.1 “公司+科技+农户”， 三位一体求共赢

政府与生猪企业签订供需合同后， 由企业业务人员与地方

政 府 组 建 专 项 小 组， 选 出 责 任 人， 分 清 职 责。 专 项 小 组 成 立

后， 由政府连同各乡镇确定地方猪养殖户， 养殖户选择有两种

形式： 一是政府为每家农户提供一定数量的猪种， 让所有人都

能享受国家政策； 另一种是与当地具有一定规模的养猪场签订

合作协议， 通过扶持养猪场带动整个乡镇养猪事业的发展。 在

进行养猪户选择时， 政府部门根据养猪户类型制定最终的实施

方案， 明确各方义务， 签订养殖协议来约束养猪户的行为。 充

分发挥村干部和兽医的功效， 对地方猪种养殖产业扶贫进行大

力宣传， 协助愿意参与此次脱贫致富项目的农户办理手续， 完

成相关数据统计。 同时专项组要根据名单进行落实和审查， 确

定养殖户的养殖数量。

2.2 构建产业链， 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相关职能部门要在生猪养殖 助 扶 贫 攻 坚 工 作 中 厘 清 思 路，

抓住地方猪种养殖的关键， 立足当地贫困户的实际情况， 严格

遵 循 “规 模 适 度， 种 源 优 质， 健 康 良 好， 物 料 充 足 ， 环 境 生

态” 的原则， 以科技养殖为核心， 构建完整的地方猪种养殖产

业链 [2]。 以农业养殖和饲料种植结合为切入点， 以农产品加工

为基线， 大力开展网络化销售， 发挥乡村振兴生态休闲的旅游

优势， 将畜牧养殖、 农业种植和生态旅游 3 大产业有效结合起

来， 形成产业化集群和网络化发展的新格局， 打造区域特色地

方 猪 品 牌。 同 时， 3 大 产 业 相 互 结 合， 有 效 提 升， 融 为 一 体，

带动地方贫困户就业增收， 最终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

2.3 科技扶贫， 人才是关键

在开展精准脱贫工作中， 各级政府应坚持科技先行， 人才

为重的理念， 加大对人才的培养， 发挥好科技特派员作用。 在

落实好养猪户后， 地方政府协同相关部门对所有养猪户进行引

种前的集中培训， 包括猪圈清洗、 消毒、 饲料准备、 养殖技术

等。 在培训开始前， 需要对养猪户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深入的

了解，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培训工作具有针对性， 才能更好地提

高培训实效。 当养殖行为达到一定周期时， 乡镇府将连同合作

企业开展第二次养猪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母猪发情鉴定、 饲料

管理、 配种关键等核心技术， 同时要做好种公猪饲养、 后备母

猪饲养管理及妊娠母猪饲养与管理等内容的培训。 贫困户的养

殖行为与技术培训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科技在扶贫中的积极

作用。

3 结语

总而言之， 通过地方种猪养殖发展特色畜牧养殖业， 不仅

能加快地方产业的调整优化， 还能切实解决贫困户收入低的问

题， 助力精准扶贫工作的高效开展， 将养殖与 种 植 有 效 结 合，

带动地区农民增产增收， 实现脱贫致富， 真正 达 到 脱 贫 攻 坚，

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共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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