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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11月，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和中国农机学会机械化养猪协会在美丽的湖南省湘潭
市共同召开“中国改革开放养猪30年”盛大庆典活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养猪30年，同时举行学术讨
论会，湘潭养猪产业化论坛，养猪学分会四届二次理事会，机械化养猪协会七届二次理事会，地方猪
种保种与利用协作组年会，对优秀的个人、企业和优秀论文作者颁奖，展示猪用产品及养猪文化等活
动。
　　2007年是中国的阴历“猪”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纪念年。
近3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中国的养猪数量有了长足的发展。
年出栏肉猪数从1978年的1.6亿头到2006年的6.81亿头，增长了4.26倍；猪肉产量从1978年的856.3万吨，
增加到2006年的5197.2万吨，增长了6.07倍；人均猪肉占有量从8.9kg增加到39.6kg，增长了4.4倍；生猪
出栏率也大大提高，从55.21％增加到135.2％，增加了80个百分点。
猪肉供应已从供不应求转到了数量上基本能满足13亿人民的需求。
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引起了全世界同行的高度赞扬。
　　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我国奋斗在教学、科研、行政和生产第一线的广大养猪科学工作者的努力是分
不开的，其中许多是我们养猪学分会和机械化养猪协会的会员，做出贡献的还有许多优秀的养猪企业
和与发展养猪产业有关的企业，感谢他们为我国养猪业所做的贡献。
　　30年来，中国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中国的崛起举世瞩目，中国养猪业也发生巨大变化。
当我们追溯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养猪学界的知识分子为中国养猪业从传统家庭副业走向现代化产业做
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中国养猪业界的企业家们，他们懂经营，善管理，虚心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
理知识，促进中国养猪业走向世界；中国养猪业的发展更要感谢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环境。
农业部、各省市区业务主管部门，坚决贯彻中央精神，组织知识分子进行科研攻关，组织企业家们走
出国门，引入高效品种，吸收先进工艺，使用先进理念，把中国养猪业做到举世关注的地位。
我们也要感谢不同时期为中国养猪业做出贡献的官员们、企业家和专家们。
我们作为养猪战线的参与者，思绪万千，在这本书中，对中国养猪业发展做一回忆，记录了曾经参与
不同时期的养猪管理、科研、推广、生产和教学的前辈们的感人事迹，以教育后人，发扬光大！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举世无双的。
在神州大地烟雾尚未散尽的年代，他们似乎已经忘掉了头上戴过的高帽和心灵受过的创伤，又在酝酿
着如何提高祖国的科学水平和生产水平。
1972年，在“四人帮”的高压下，他们就已经开始考虑中国养猪事业的发展大事，成立了“全国猪育
种科研协作组”。
翌年，在广东顺德召开全国第一届猪育种学术研讨会，会上畜牧界著名学者许振英、吴仲贤等严正指
出，我国猪育种科学大大落后，育种工作已经走进狭窄的山谷，必须改弦易辙，大力普及以现代遗传
学，特别是数量遗传学为基础的现代育种知识，才能有望赶上世界潮流。
明确了要加强中国地方品种选育，积极培育新猪种。
同时，制定了《全国猪育种协作规划》和提出了《关于猪种选育若干技术问题的意见》。
这些文件是当时指导我国育种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1976年，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宣告结束，1978年召开历史上著名的“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由此带来了改革的春风，同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这一观点，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扬眉吐气，中国养猪界和其他科学研究行业一样蓬勃开展起全国范围的
科技攻关研究。
　　目前，我国养猪业正在经历三个转变，一是从传统的家庭副业转变为农业的主导产业，这不但与
农民的致富有关，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二是从传统的千家万户养殖向规模化、
集约化养殖转变，大批农民进城务工，由生产者转变为消费者；三是从猪肉数量上已基本满足转变到
要求提高猪肉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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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7年11月，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和中国农机学会机械化养猪协会在美丽的湖南省湘潭市共
同召开“中国改革开放养猪30年”盛大庆典活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养猪30年，同时举行学术讨论会
，湘潭养猪产业化论坛，养猪学分会四届二次理事会，机械化养猪协会七届二次理事会，地方猪种保
种与利用协作组年会，对优秀的个人、企业和优秀论文作者颁奖，展示猪用产品及养猪文化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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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978-2007年)  湘潭养猪三十年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和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机械化养猪协
会等1972-2007年主要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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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农村向现代化发展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分散养猪的产业化问题，有一个是粮食不足，
不论采用什么方式，养猪生产中必须采用我国固有的少用粮食，而以青饲料为主适当和巧妙的使用精
料的养猪生产方式。
如果这两个问题能够突破，我国养猪生产向现代化方向发展，进一步提高养猪生产水平，以及安全猪
肉的生产提高猪的质量等问题都可以逐步得到较好的解决。
　　依靠农民分散养猪还必然会维持相当期间，解决今后农村养猪产业化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要走多
样化的道路。
首先要解决好农民庭园养猪的生态化，使农民的生活环境得到很好的改善，在这个基础上，应积极组
织农村养猪的经济合作社或称之协会。
这个工作目前在农村中已经开始逐步在推行，但是困难不少。
目前大部分农村是以养猪大户或原来比较有经营能力的村干部牵头组织，这种合作社是一种经济的，
进行经营形式的合作组织，和过去的生产合作社是不同，农民养猪是独立的生产者，合作社实质上是
从经营角度为农民服务的，如提供猪苗、饲料、养猪技术及防疫技术，肉猪市场等。
合作社是农民和市场连接的桥梁和纽带。
合作社或协会，对农民分散养猪走向市场和产业化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从经济方面的角度将农民分散养猪组织起来。
在这个基础上，再通过养猪龙头企业，与协会或合作社通过合同组成经济联盟，将分散的农民养猪组
织起来。
龙头企业和农民间必须形成双赢互利的局面，不能形成“一头炕热”的状态，否则这个联盟是组织不
起来的。
龙头企业要向农民提供先进的饲养技术和防病技术、饲料添加剂、生态养猪技术和市场信息等，引导
农民走现代化的道路。
　　农民养猪可以采用小区养殖或庭院养殖的方法，但不论推行哪种方法必须一是农民自愿，二是要
走生态养猪的道路，有条件的地方要推行沼气发酵，充分利用沼气作为再生能源，沼液、沼渣作肥料
。
北方在能推行沼气的地方要推行猪粪、尿堆肥作有机肥料。
要特别重视养猪排污的资源化处理，使排污降低到最低程度，保证养猪持续发展。
　　以青饲料为主的饲养方式不能改变，但是要研究如何更合理的利用精饲料，更合理的利用添加剂
，因为当前的添加剂都是以精料型作为配制基础的，对添加剂的管理必需严格，防止国家禁止的物质
用于添加剂的原料。
　　政府要重视农村畜禽防疫机构工作和充分发挥这些机构的作用。
要向农民宣传防猪病的知识。
　　农民养猪的品种，必需以“土、洋”杂交猪为主进行生产，各省都可以本省的地方猪为基础，与
当前引进的国外猪种进行杂交，培育各省自己的杂交配套系。
为了开展好杂交工作，各省的科研机构或是龙头企业应牵头开展繁育体系的建立及杂交配套系的培育
工作。
只有做好土、洋猪杂交生产的培育工作，才有可能获得繁殖好、生长快、肉质好、瘦肥适中，高的饲
料利用率能很好利用青粗饲料的适应各地饲养的猪种。
在这项工作中政府有关部门应该给予必要的支持。
　　在组织好农民养猪的同时，要发展规模化养猪，发挥它们猪群大、劳动生产率高的优势，但是规
模养猪必须发展生态养猪及养猪产业化，也要探索充分利用青粗饲料以减少粮食的消耗。
也可与养猪龙头企业组成联合企业，进一步发挥养猪生产的规模效应。
但是一定要做好规划，要有可靠的种源和技术，要和市场紧密联系，切忌盲目的发展。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养猪三十年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