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鹌鹑养殖是近年来比较

受关注的项目，有兴趣的农民

朋友在冬季养殖过程中要注

意以下几点：

增加光照
产蛋鹌鹑每天需要 12~14

小时光照时间，冬天需人工补

充光照。每 30~40平方米鹑舍

配 1只 40瓦电灯，每天天亮前

2 小时开灯，天黑后 2 小时关

灯，保持稳定的光照度和时间。

平衡营养
冬季应饲喂营养全面的

配合饲料，并供给适量沙粒让

鹌鹑自由采食，以促进消化，同

时供给清洁温水供鹌鹑饮用。

冬季鹌鹑的饲料平衡配方为：

豆 粕 15% 、精 料 10% 、鱼 粉

15%、玉米 54%、麸皮 3.5%、骨

粉 1.5%、干草粉 1%，适当添加

维生素A、维生素B和维生素D。

保温增温
鹌鹑在温度 15℃~25℃之

间时食欲旺盛、产蛋多、种蛋

受精率也高，低于 15℃产蛋率

明显下降。因此，在严冬或早

春季节应采取保温增温措施，

夜间在笼上加盖保温物件，适

当加大笼养密度，每平方米可

饲养 90~100 只。或者在背风

向阳的地方搭双层塑料大棚

（两层薄膜间隔 5~10 厘米）饲

养鹌鹑；也可以建双层鹑舍，

夹层中填充谷壳、煤渣、锯末

等，夜间加盖草帘保温。

及时防病
冬季鹌鹑笼养一般比较密

集，一旦发病，应及时隔离治

疗。预防鹌鹑白痢病可用止泻

消炎药拌料，连续喂 7 天。治

疗溃疡性肠炎，用青霉素肌肉

注射，每只一次 1万单位，早晚

各一次，或灌服磺胺咪唑，每只

每次 1/4片，第一次加倍，一日

2次，连续给药 5天。治疗支气

管炎，在饲料中添加 0.005%泰

乐菌素，连续 10天，停药 5天，

再给药 5 天，喂药的同时在饮

水中添加泰乐菌素和红霉素。

净化环境
鹌鹑胆小，受惊后产蛋率

会下降或产软壳蛋。在日常饲

喂、捡蛋、清粪、加水时动作要

轻，不要轻易更换饲养员。与夏

季管理一样，日常继续保持笼

舍、饮食具清洁卫生。每立方米

空间用25毫升福尔马林、12.5克

高锰酸钾熏蒸消毒。每隔 7~14
天用 2%~3%的来苏儿水对舍

内外食具消毒一次。 李国新

在低温季节，适当增喂一

些抗寒饲料，可以加强生猪机

体新陈代谢，增强体质，提高

抗病力，缓解寒应激，从而促

进猪的生长发育。常用的抗

寒饲料有如下几种：

酒糟类
包括白酒糟和啤酒糟，除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

外，还含有一定数量的乙醇，热

性大，通常称之为“火性饲料”，

有改善消化功能、加强血液循

环、扩张体表血管、产生温暖感

觉等作用。冬季应用，抗寒应

激作用明显。两者因对胎儿及

雄性功能有不利影响，故不宜

用于怀胎母畜及种公畜。

根皮类
蔬菜根皮中含有可产生

御寒作用的矿物质，用作饲料

时，可增强养殖动物的抗寒能

力。芹菜根、芫荽根、菠菜根、

白菜根等蔬菜下脚料，以及胡

萝卜、马铃薯、甘薯等块根，都

可以用作御寒饲料。使用这

类饲料时，一定要注意保留其

外皮。

粮食类
黄 豆 性 温 味 甘 ，炒 用 性

热，属暖性饲料，含粗蛋白质

37.9%，既是优良的植物蛋白

饲料，又是抗寒保暖饲料。黑

豆含粗蛋白质 36.68%，性平味

甘，炒用性极热，是较好的抗寒

保暖饲料。大麦性温味咸，属

暖性饲料，熟用效果好。另外，

稻谷、稻草也属于暖性饲料。

肉食类
羊肉和狗肉产热量高，是

冬季肉食性和杂食性畜禽首

选的保暖抗寒饲料。动物肝

脏含铁较多 (动物缺铁时特

别怕冷)，且易于吸收，冬季给

畜禽适当增喂一些动物肝脏，

可以补铁、御寒。淡水虾性温

味甘，属高热量饲料，有补肾

壮阳、强化雄性功能之效，适

用于冬季体衰怕冷的动物，无

盐鲜虾可直接应用，盐渍干虾

需水浸去盐后应用。 杨云

酒糟育肥肉牛可以推动

粮食转化。下面把肉牛酒糟

育肥的主要内容做一简要介

绍，供肉牛生产者参考。

酒糟的化学成分及其饲料

营养价值与造酒的原料有关，

变动幅度很大。高粱、玉米等

谷物的酒糟较薯类酒糟能量和

蛋白质含量都高。酒糟中钙磷

比例失调，随着原料中粮食比

重的增加（高于 30%），磷比钙

高。酒糟中维生素 A、D、E 均

缺乏，因此，用酒糟喂肉牛时，

一定要补充矿物质微量元素和

维生素添加剂，尤其要注意钙

和维生素A的补充。用酒糟喂

肉牛时，如出现肉牛背毛粗乱，

眼部干燥有分泌物，严重时出

现瞎眼（夜盲症）或拉稀，肉牛

生长受阻，就是典型的维生素

A缺乏症，要及时注射维生素A
并在饲料中添加维生素A、D、E
添加剂。酒糟中 B族维生素和

钴、铜、锌微量元素含量丰富，

不需要添加。

用酒糟喂肉牛时，应尽可

能让肉牛采食足够量的酒糟，

营养不足部分由精料补充。一

般育肥牛每头每天可消耗酒糟

25－35 公斤。肉牛采食酒糟

的量随温度升高而上升，例如

酒糟温度为 10℃－13℃时，肉

牛的采食量为 12.5－15公斤；

14℃－17℃时，为 15－20公斤；

18℃－21℃时，为 25－30公斤；

25℃－30℃时，采食量提高到

35－40 公斤。所以冬天寒冷

时，饲喂酒糟要注意加热饲喂，

一般 25℃－30℃为好。由于温

度影响肉牛采食量，使增重降

低，饲喂酒糟温度 10℃的肉牛

日增重比饲喂 20℃的低 50%。

一般强化育肥牛的酒糟日粮配

方为：35－40公斤酒糟、2.5－

3.5公斤精料，另加维生素和矿

物质添加剂。 李玉林

1、仔兔鼻孔有黑色污物，

是否母兔有鼻炎传染给仔兔？

答：不是。这是产箱不卫

生 ，灰 尘 大 污 染 堵 塞 鼻 孔 所

致。具体应用温开水浸湿污

垢祛除即可，不必治疗。

2、公兔配种时尿血正常吗？

答：不正常，这是生殖器官

炎症。应停止配种以消炎止血、

治疗泌尿系感染，愈后再配种。

3、兔粪带白丝线虫怎么办？

答：用虫克星驱虫，每次

按每公斤体重 0.2克一天两次

即可。同时注意环境和草料

卫生，以防患未然。

4、母兔产后不拉毛该怎

么办？

答：人为帮助拉毛，使之形

成条件反射，习惯成自然即可。

5、40 余天小兔不明原因

死亡，解剖发现肠内有少量气

体，大群精神正常、出现发呆，

次日即死，什么原因？

答：这是大肠杆菌和球虫

病，具体应注意草料和环境卫

生，料中加入球虫药防病。陈珏

冬养鹌鹑高产管理措施

科学饲喂让生猪抵抗严寒

肉牛的酒糟育肥法

新手养兔学点管理常识

个子不高、浑身透着力

量，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

抬脚走路步伐是那样的踏

实、稳健……这是交口县桃

红坡镇元沟村委窑科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路启华给笔者留

下的第一印象。新年伊始，

当笔者驱车走进窑科村时，

在一处 200平方米青砖结构

砖院内，男女主人正在院畔

猪圈给猪棚加盖塑料布增

温，夫妻俩忙得汗流浃背。

“启华叔，又在猪圈扎花

花哩！县文联的人找你嘞，

想和你聊聊脱贫的事……”

带路的一位老乡开门见山地

介绍。

“欢迎，快到家里坐，其

实也没啥好说的，我终于脱

贫了！现在党的扶贫政策这

么好，有干部的帮助，只要勤

快点，有甚脱不了贫！”

路启华今年 61岁，是元

沟村委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全家 5 口人，2015 年全家人

均纯收入仅仅 2493 元。这

几年，村里的手艺人和能人

都闹腾得到外边赚大钱，就

把他这样本分的庄稼人撂在

地里“死受”。填表立卡后，这个在黄土地撒下了

成串汗珠的高原汉子再也坐不住了，镇驻村第一

书记和村干部三天两头往他家里跑，出主意，想办

法，寻求致富的新点子，他的思想也“开了锅”，一

夜一夜睡不着，自己脑子里比别人又不少长零件，

为什么富不了呢？

2017 年春，当冰释的溪水弹琴歌唱时，桃红

坡镇驻村第一书记和村干部又一次来到路启华

家，根据他种地缺粪的实际情况，扶贫队员无偿赠

送来两头活蹦乱跳的仔猪，帮助他选地基，上门技

术指导，让他发展短、平、快的庭院养殖业，以弥补

种地缺粪的“短板”。路启华有多年的养猪经验，

养猪是拿手戏 ，于是他又出资买了一头猪娃，精

心饲养起来。辛勤的劳动换来丰收的喜悦，年底，

三头猪出粪 2500担，收割玉米 4000斤，实现了粪

上地、地产粮、粮喂猪的良性循环，养猪收入 4500
元。2018 年，他信心更大，饲养的三头猪毛色顺

溜，膘肥体壮，老路乐呵呵地说：“今年三宝贝，卖

5000元不成问题！”

路启华告诉笔者，为贫困户早日脱贫摘帽，桃

红坡镇党委、镇政府通过上下联动，扶贫资金向企

业倾斜，注入扶贫产业交则大型现代化养猪场 70
万元，其中收入的百分之八十用于建档立卡贫困

户入股分红，安排贫困户就近就业，实现了建档立

卡贫困户全覆盖。路启华全家 5 口人，人均分红

663元，每年增收 3155元。

路启华对笔者说，在镇村帮扶干部的帮扶

下，他和老伴提起精神，迈开步子大干，深深

地 影 响 了 三 个 孩 子 。 经 过 扶 贫 干 部 的 多 方 努

力 ， 孩 子 们 南 下 找 到 了 工 作 ， 开 启 了 创 业 之

路，月收入 4300 元，人均 10320 元，2018 年全

家收入 1807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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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牛要牵牛鼻子。”精准扶贫必须紧紧

牵住产业扶贫这个“牛鼻子”，动员社会各界

力量抓好各种模式的产业扶贫，变输血式扶

贫为造血式扶贫，拓宽贫困群众增收的来源

和渠道，脱贫攻坚才能取得实效。

临县农委主任张文全就是临县贫困群

众眼中的一位产业扶贫的引路人。作为农

业战线的干部，为了群众的增收脱贫，他夙

夜在公，工作夜以继日，风里来雨里去，红彤

彤的高粱地有他的斑斑足迹，绿茵茵的土豆

田洒下了他艰辛的汗水，他用自己的心血与

智慧，在科技兴农和产业扶贫的道路上谱写

了一曲壮丽的人生乐章。

红高粱成为“摇钱树”

谷贱伤农，近几年玉米价格的走低严重

影响了农民增收脱贫。张文全调研后决定

引导农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生产市场前景

较好的红高粱。张文全在雷家碛乡王家坪

村调研召开了红高粱种植现场会，面对群众

你一言、我一语的提问，他不厌其烦地向渴

望多产增收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解释。

亲切的交流一下子拉近了干部和群众之间

的距离。通过对每项农作物传统种植的比

对分析，大家一致认为，红高粱耐瘠薄、耐干

旱，长势好，有增收潜力，是适合本地大面积

推广种植的农作物。张文全在集中群众智

慧的基础上最后决定按“公司+合作社+贫困

户”“基地+农户”产销一体的集约化经营模

式，由临县农委免费配备种子、化肥，鼓足了

农民种植高粱的干劲，大家决定撸起袖子加

油干。 2017年，由雷家碛、城庄、安业三个

乡先行先试，种植红高粱试验田 10000 亩，

2018年雷家碛乡王家坪村农民刘庆荣种植

红高粱 120多亩，收入 10万元以上。

为了避免谷贱伤农、增产不增收的悲剧

重演，帮助贫困群众早日脱贫，张文全四处

奔波寻求红高粱的销路。一次，他与汾酒集

团对接商谈时，恰好身染风寒，严重感冒。

但为了把握难得的时机，他拒绝了家人催促

去医院输液的关爱，用顽强的毅力战胜了病

痛的折磨，带病坚持谈判，使对方深受感动，

最 终 以 合 理 的 价 位 给 红 高 粱 找 到 了“ 婆

家”——为汾酒集团提供酿酒原料。功夫不

负苦心人，张文全的引导、鼓励和帮助，赢得

了群众的信任和信心，临县许多贫困群众开

始试验种植优质高粱。据 2017 年雷家碛、

城庄、安业三个乡的抽样试验种植结果显

示，红高粱每亩能收 1500多斤，依签约订单

每斤不低于 1元的回收价计算，比种植玉米

每亩多收 450 元左右。尝到甜头的农民增

加了种植高粱的积极性，张文全带领农委干

部因势利导，推动了 2018 年临县大面积推

广种植优质红高粱，惠及全县贫困人口达

87%，成熟饱满的红高粱像颗颗红珍珠，一

车接着一车，源源不断地运往汾酒集团。

2018 年 ，雷 家 碛 乡 红 高 粱 的 种 面 积 达 到

10000 多亩，增收 1400 多万元，带动了 3700
多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群众的钱袋子鼓起

来了，增收的农民喜笑颜开，张文全看在眼

里，喜在心上。

优质土豆变身“金豆豆”

“薯片片能救下命”这句俗语至今在临

县老年人中耳熟能详，说的是在上世纪 60
年代国家最困难时期，薯片成为临县人度过

困难时期的保命食物。用土豆加工的粉条、

粉片、粉皮是临县的土特产，该系列产品以

质优价廉的方式远销京津沪等大城市。但

长期以来，土豆因为质量不优只能成为当地

人的粗茶便饭，“老土”的特点导致其难以登

上大雅之堂，市场价格大打折扣，严重影响

了农民增收。张文全陪同省科技人员多次

实地调研，了解到临县地处黄河岸畔，雨热

同期，土壤结构疏松，昼夜温差较大，是土

豆、红薯块茎植物生长的理想地域，如果引

进优质品种，采用科技种植，经过加工改造，

提升产品质量，成为高档宴席的“常客”，身

价上涨，可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张

文全经过反复调研和思考，决定用高产、优

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化农业推动传统

产业转型作为农民脱贫增收的重要渠道。

他积极引导农民改造提升农产品质量，向上

下游延伸发展产业链，引进优质土豆品种

“晋薯 7 号”，不断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全

力打造生态农业知名品牌，增强产业扶贫的

支撑力。

张文全等人的艰辛努力，推动临县土豆

形成了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产业链，

进行了商标注册申报，实施了订单农业，

以“互联网+产地直销”的模式，实现“线

上线下”齐头并进，有效解决了销售难的

问题。白文镇铁芦沟村张爱喜种植 45亩改

良土豆试验田，引进新品种晋薯 7 号、晋

薯 16号，平均亩产 2000——2500公斤，总

产量达约 10万公斤。临县农民几乎家家种

土豆，多的达百亩左右，平均亩产约 2000
斤，按市场价 0.8 元计算，每亩收入 1600
多元，如加工成粉条销售，每亩收入 2400
多元。昔日的土豆已经成为今天的“金豆

豆”，发展绿色土豆产业成为临县农民增收

脱贫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多元产业拓宽致富路

俗话说“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

里”。为了避免大规模的产业单一化而造成

供给过剩、销售困难和价格下跌，降低和减

少重复投资造成的风险，张文全引导农民多

辟财源，广开财路，大力发展食用菌、中药

材、小杂粮等多样化特色富民产业，拓展增

收渠道。他不辞辛劳对临县大部分村庄进

行了实地考察调研，立足每个村的资源实

际，引导贫困群众发展红枣、核桃、蜂蜜、鸡

蛋等农产品加工业和特色手工业，多元富民

产业拓宽了群众脱贫致富的路子。城庄村

农民刘贵喜说：“我和老伴身体都不好，经常

吃药，自从加入我村合作社搞‘蔬菜和食用

菌’种植后，除了正常收入还有分红，收益多

了，现已换了新房，这日子越过越好了，这都

是好政策带来的。”刘贵喜本人由原来的贫

困户变成了致富户，每提到扶贫的话题就喜

不自禁，对张文全等人的帮助念念不忘。

张文全指导群众最大程度地利用荒芜的

土地资源科学种植，向北背阳地种植中草药

柴胡，向南阳地应种喜光好阳的芝麻等油料，

组织开展了优惠政策结队帮扶、科技培训和

田间定点指导等扶贫工作，科学耐心的指导

进一步点燃了群众脱贫增收的希望。现在临

县行政村基本形成了“一村一品一主体”的特

色产业发展和长效增收机制，直接或间接覆

盖了所有贫困户，驱动着脱贫攻坚奋力前行。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作为一名农

业战线的干部，张文全心里时刻想着人民，

唯独没有他自己，为了贫困群众脱贫增收，

他俯首甘为孺子牛，殚精竭虑，是有益于人

民的好干部。

本报讯 （记者 王洋 通讯员 郝宏
伟） 在吕梁农村，家家户户基本上都有

黄豆钱钱，熬小米粥都会放一些进去，既

营养又美味。方山县圪洞镇武家湾村在

产业发展上狠下功夫，将这种食品做成

了产业，并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近日，方山县米合豆杂粮加工厂与

天津伍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订了 3 万

元的购销合同，并于当天现场收购了 25
公斤黄豆钱钱。消息传出，武家湾村全

村老少高兴不已。

方山县米合豆杂粮加工厂是方山县

圪洞镇武家湾村的村办企业。去年，方

山县生态文化旅游开发区管委会进驻该

村下乡帮扶以来，着力在发展产业上狠

下功夫，经过下乡工作队一班人几经调

研，发现黄豆钱钱是农村家家户户都具

备的食品，捣黄豆钱钱也是农村人都会

的活儿，因此就想着能不能把黄豆钱钱

这个传统产品做起来。于是在充分调

研论证的基础上，借助方山县创建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的政策，下

乡工作队邀请天津伍创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专业人员进行前期市场分析、包装

设计、名称拟定等，并在武家湾村成立

电商服务站点，扩大电商影响，推广电

商运营。

“电子商务进农村以来，响应电商精

准扶贫，通过电商加消费扶贫的模式，以

统购统销让农民变上游老板，将杂粮产

品纳入标准化体系，帮助农民增收益。”

山西伍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

军军说。

去年 10 月，方山县米合豆杂粮加工

厂在村里正式注册运行，6户贫困户率先

参与，并获得了捣黄豆钱钱带来的收益。

刘奴香是方山县圪洞镇武家湾村贫

困户，也是捣钱钱的受益者。平常在家

没事做的时候，她就捣钱钱，捣下的钱钱

加工厂回收。“一天能捣个 7、8斤，一斤能

卖 个 五 块 左 右 ，一 天 就 挣 个 三 四 十 块

钱。”刘奴香激动地说。

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下乡工作队

一方面鼓励村民特别是年龄较大的农村

妇女进行手工捣钱钱作业，一方面投资 3
万多元为村里加工厂购置了捣钱钱的机

械设备，提高黄豆钱钱的加工量。目前，

通过电商平台这一有效载体，武家湾村

的黄豆钱钱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

说起网上卖特产，米合豆杂粮加工

厂负责人崔元清高兴地说：“电子商务进

农村真好，自从方山县生态文化旅游开

发区管委会驻村帮扶以来，为我村兴办

了村集体企业方山县米合豆杂粮加工

厂，仅黄豆钱钱一项通过电商平台每公

斤就能增收 6元左右，是一项农村人在家

就能持续增收的稳定产业。”

黄豆钱钱原来只是自家吃的东西，

通过几次收购，村民们看到了另一条增

收的路子，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产业扶贫的引路人
——记临县农委主任张文全

□ 实习记者 王卫斌 通讯员 苗绿洲

方山县圪洞镇武家湾村

捣黄豆捣出金钱来

脱贫故事脱贫故事

虽然任职快到期了，但是市科技局派驻方山县北武当镇韩庄村第一书记薛吉林（右）仍然情系驻村，春节收假后
一直为村里产业发展等事项而奔波。图为2月15日，他到刘月厅（左）家看望老人。 李小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