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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石林县长跨村发展肉鸡养殖业的调查与思考

雷建伟
（昆明学院 实训基地管理委员会，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

摘要：通过对云南石林县长跨村发展肉鸡养殖业的调查，发现鸡场建设位置不当，为传染病暴发埋下了巨大隐

患；鸡场管理制度及环境管理混乱，水源管理不当；虽重视鸡病的治疗，但不重视疾病的防范，缺乏基本饲养技

术．暴露出在农村养殖业中，存在农民文化素质不适应现代养殖技术要求，缺乏规避风险意识及村级养殖管理和
协调，龙头企业对养殖户的指导不足，农村职业技术培训与生产发展不相适应等深层次的原因．为此，提出在发
展农村养殖业过程中加强综合协调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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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林彝族自治县是云南省昆明市的近郊县．因其
拥有“天下第一奇观”的古生代岩溶地貌群落“石林”

而闻名于世．近年来，石林县依托石林温氏畜牧有限
公司等企业，采用公司加农户的肉鸡养殖模式，大力

发展了肉鸡养殖业，促进了农村养殖业的发展，增加

了农民的收入．据昆明市政府网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６日报
道，２０１１年石林养殖户出栏肉鸡１３６０万只，产值３８
亿元，户均获利 ３３万元，全县 １２３０户鸡农获利
３４４０万元，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５０００多人［１］．

对于这一充满生机和活力，深受农民群众欢迎

的生产项目，应该十分珍惜、大力扶持、做大做强，并

努力消除不利因素，克服困难，规避有关风险，使之

能够持续发展，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为此，２０１２年
４月对石林县石林镇长跨村发展肉鸡养殖业的情况
进行调查，该村现有 ２７户村民已成为肉鸡养殖大
户，平均每户每批饲养 １万余只，每年每户可养殖
３～４批鸡．全村每年可为市场提供８０～１００万只肉

鸡．但调查中也发现，该村养鸡环境差和管理混乱，
预防传染病的措施严重滞后，使得该村养鸡业存在

着巨大的流行病风险，亟需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

视，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患于未然．

１　长跨村养鸡业发展状况和存在的问题

长跨村隶属石林彝族自治县石林镇，距石林镇政

府１２ｋｍ、县城２５ｋｍ．辖大长跨村、小长跨村、大田村、
落水洞村４个村民小组（自然村）．是一个彝族、汉族
混居的山区农村．现有农户 ２９７户、乡村人口１１０３
人、劳动力 ６９７人．全村国土面积 ９９９ｋｍ２，海拔
１８７０ｍ，全村耕地面积 １５８８０ｈｍ２，人均耕地
０１５ｈｍ２，林地６９５５３ｈｍ２．该村属于贫困村，２００８年
以前农民收入主要以种植粮、烟为主．２００８年全村经
济总收入 ４９６６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２３１元．到
２０１１年全村经济总收入达到６５０８万元，农民人均纯
收入达到２９５０元［２］．



２００８年开始，该村在石林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等企业的扶持下，大力发展了肉鸡养殖业，先后有

２７户农户成为肉鸡养殖户．据调查，每出栏１只鸡，
平均可获得２５元的毛收入．按每批养殖１万只，饲
养周期约 ９０ｄ（含空舍消毒期），每年养 ４批鸡计
算，每年可获得约１０万元毛收入，除去鸡舍建设投
资及折旧和维修费，每年可获得约７万元纯收入．由
此可见发展养鸡业是使该村农民迅速脱贫致富的一

个优质项目．
调查中发现，由于饲养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原因，

导致该村的养鸡业尚存在下面一些问题：

１）鸡场建设位置不当，为传染病暴发埋下了巨
大隐患．该村大长跨村民小组是一个共有１２７户村
民的自然村庄，其中有２２户村民是肉鸡养殖大户，
鸡舍大都建在自家的承包地上，根本没有考虑疾病

防疫要求．有１０余家的鸡舍就建设在村子的周边，
与住房基本相连．村庄中放养的鸡时常进入到集约
化饲养的肉鸡场，村民的生产生活与养鸡场的生产

混在一起，为传染病暴发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２）鸡场环境管理混乱．所有养鸡场既没有任何

的隔离设施和措施，也没有规范的出入消毒设施和

制度，饲养人员、车辆、村民、各种动物（放养的鸡、

狗、牛）自由出入养鸡场；各养鸡场均没有污水收集

排放的沟渠，一旦下雨污水横流，对周围造成较大污

染；病死鸡乱扔乱放，时常被狗、猫直接生食．这些现
象都为各种传染病的流行提供了媒介．
３）饲养管理制度混乱．村民的养鸡均是以家庭

为单位进行，每到鸡舍消毒、出粪、雏鸡入舍、疫苗接

种、成鸡出栏等工作量较大的活动时，养鸡户间就会

相互帮忙，客观上形成饲养人员的“串圈”，而且这

些人员又没有按规范进行消毒，因此，这也是造成传

染病传播的途径之一．
４）水源管理不当．该村村西北有一个坝塘，丰

水期库容约为３３万 ｍ３，是该村主要的生产生活用

水水源，也是绝大部分养鸡场用水水源．但在该坝塘
的四周，距离水边１００～５００ｍ的径流范围内，已经
建起了８家养鸡场，这些养鸡场排放的污水以及乱
扔的病死鸡已直接对该水源形成污染威胁．
５）重视疾病的治疗，不重视疾病的防范．各养

殖户对疾病的治疗非常重视，但不重视通过鸡场位

置选择、环境、污染物控制等措施切断传染源、传播

途径，防范疾病的发生．
６）缺乏基本饲养技术．在２０１２年４月之前３ａ多

的养鸡生产中，几乎所有养殖户均没有接受过系统的

养鸡技术培训，其养殖技术知识仅仅依靠龙头企业技

术人员现场指导下学习，并且是按照企业的技术要求

开展生产，大多数养殖户甚至连科普读物和“养殖技

术规范”资料都没有，养鸡知识十分匮乏．

２　长跨村肉鸡养殖业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通过进一步的调查分析，发现该村在发展农村

养殖业中对于动物重大疫病防控体系建设、农村基

层管理、农民职业技术培训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现代养殖技术要求高与农民文化素质低的
矛盾．集约化肉鸡养殖业是在大量现代畜牧兽医科
学技术支撑下形成的，具有现代农业的大量特征．应
用到农村的生产时，虽然已经将大量的技术（品种

繁育、饲料生产、免疫程序等）进行了打包［３］，但在

具体生产中仍然有许多技术需要落实和实施，这对

实施生产的劳动者提出了较高的文化素质要求．从
调查的情况来看，长跨村的农民文化素质偏低．在
２２户养殖户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的有７人，初中
以上文化的１０人，其他人员只有小学文化．由于养
殖户文化素质偏低，科学知识的匮乏，在生产中难免

做出违背科学生产规律的事情．
２）农民发展经济追求收入的高欲望与规避风

险意识低的矛盾．养殖户在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下，
看到了养鸡业的良好前景，积极投资投劳参加了养

鸡生产，他们在模仿别人开展生产的同时，却没有看

到和意识到养鸡生产和其他生产一样，也存在巨大

风险，缺乏规避爆发传染病会导致生产严重受损的

意识，更缺乏规避这种风险的要求．
３）村级养殖管理和协调能力的缺失制约了养

鸡场的风险规避．在与养殖农户的交谈中得知，部分
农民也知道要将养鸡场建在远离村庄的地方，但由

于自己的承包地就在村边，其他地自己又没有支配

权，无奈之下就把养鸡场建在了村边．如果村委会或
在村内组织成立“养殖协会”之类的组织能够出面

协调，合理规划全村养鸡场布局，就可避免鸡场位置

不当的问题．由于缺乏管理，污水排放、乱扔死鸡、养
殖户互相串舍以及疫情通报、技术交流等问题就得

不到妥善解决．
４）龙头企业对养殖户的指导不足．对２２户养

殖户的调查了解到，各养殖龙头企业与农户签订协

议后，通过指导农户建设鸡舍，提供雏鸡、饲料、疫苗

以及常用药品，指导养殖户开展生产，并通过电话或

现场指导养殖户解决生产中的问题．肉鸡达到出栏
时间和上市体重（质量）时，由企业统一收购、出售．
据了解，养殖户对企业的支持和指导基本上满意，但

对于存栏量达到２０余万只的村庄（相当于一个中
型养殖厂），企业在人员培训、场地规划、技术措施

等方面的指导还不足．
５）农村职业技术培训与生产发展不相适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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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县政府网站的有关资料可以看出，近年来该县

有关部门一直着力于提高农民文化和职业技术素

质，举办了大量的有关培训．但在实际培训中，与生
产发展的结合不够紧密．长跨村开展养鸡业已经３ａ
多，养鸡规模已经达到２０余万只，直到最近才开办
了一个５０人的养鸡培训班，培训时间滞后．

３　推动农村养殖业协调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长跨村在养鸡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孤

立的、特殊的案例．在石林县圭山镇、板桥镇、大可乡
调研时也见到了类似的情况，可见农村在发展规模

化养殖业时亟需改善综合协调管理．农牧业是我们
赖以生存的产业，当地政府、有关企业扶持农村发展

新的产业就是为了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但

是如果不处理好有关风险规避的问题，一旦出现重

大事故，如本例中可能出现的重大疫情爆发，不但达

不到初衷，还可能会给有关养殖户带来灭顶之灾，成

为坑农害农的罪人．
通过对长跨村养鸡业的调查，为了使石林县及

其他地方养鸡业能够持续健康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和建议：

１）加强村级管理和协调．村级管理机构是农村
最直接的管理者，对于已经发展或即将发展为规模

化肉鸡养殖业这样的高技术、高风险产业的农村，县

乡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该指导村委会提高对相关产业

的管理能力．比如由有关企业、职能部门、技术部门
加强技术指导；由村委会在村民承包地、集体林地、

国有林地（办理有关手续）上统筹协调规划养殖场

布局和位置；成立专门的职业协会协调技术指导、技

术交流、信息交流等事宜；由村委会组织村民定立有

针对性的乡规民约，杜绝有害行业发展的事件发生．

２）加强畜牧兽医行政部门和技术部门的指导
和干预．在大力发展养殖产业的同时，作为畜禽疫病
防治的主管部门应该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动

物防疫法》，加强对农村养殖场建设、管理、疫病防

治的控制和指导，避免因一村、一户的疏忽，引发整

个区域爆发流行性疾病．
３）龙头企业要加强对养殖户的技术指导．“公

司＋农户”的养殖模式是发展农村养殖业的良好模
式．作为龙头企业，在扩大养殖规模，发展更多的农
户加入到养殖行业中的同时，必须加强对养殖户的

技术培训和指导，尤其是要将规避风险的措施落在

实处，真正树立预防为主、全方位预防的观念，有效

防止传染病发生．
４）加强农村职业技术培训．地方劳动就业主管部

门、行政和技术部门、职业技术学校、龙头企业应该加

强合作，落实职业培训制度，认真搞好对即将建设和

已经建成的养殖小区、养殖场、养殖户的技术培训，真

正提高他们的养殖技术、疾病防治技术［４］．建议养殖

龙头企业在确定养殖户时，政府有关部门、金融部门

在确定扶持资金和贷款时，强制要求养殖户必须具有

国家五级（初级技工）以上养殖职业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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