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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林业生态工程建设袁建立以林为主袁林草间作袁发
展畜牧养殖业的生态模式袁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效益的
最大化袁对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无公害农业发展袁提高
农产品质量袁迎接入世挑战袁增加农民收入袁改善生态环境袁
以及对发展循环经济袁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袁建设野 生态安
徽冶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遥
1 安徽省发展林尧草尧牧生态农业发展现状

安徽省现有林业用地面积 418.5万 hm2袁占国土总面积
的 30.2 %遥 经过实施野 五八冶造林绿化规划和开展林业建设
第二次创业袁 全省到 1994年基本消灭了宜林荒山袁 并于
1997年初步实现了全面绿化的目标遥 目前全省林地面积
317万 hm2袁森林蓄积量 1.5亿 m3袁森林覆盖率 27.95 %遥

2002年袁安徽省开始被列入国家退耕还林工程建设范
围袁工程涉及 78个县渊 市尧区尧省属国有单位冤袁建设总任务
66.67万 hm2袁其中退耕地造林 33.3万 hm2袁荒山荒地配套造
林 33.3万 hm2遥 由于林间野草秋季枯黄袁春季气候干燥袁烧
荒现象严重袁已造成很多树林被烧毁遥如果能够利用林间空
间种植耐荫性好的多年生牧草袁不但可以提高地表覆盖率袁
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袁防止森林火灾曰而且由于牧草冠层
截留雨水系数大袁可以减少水土流失袁控制杂草生长遥 豆科
牧草的根瘤菌可以固定空气中的氮袁 给土壤提供丰富的有
机质袁提高土壤含量袁增加土壤养分含量袁促进树木茂盛生
长遥林间种草能为养殖业提供优质牧草袁养殖场的畜禽粪便
又能为树木的生长提供优质有机肥袁形成林草牧良性循环遥

近年来袁安徽省退耕还林面积逐年增加袁退耕还林时不
能发展粮食作物袁林业的收益则要 5耀6年时间才能凸显袁初
期势必影响农民的经济收入遥实行林尧草尧牧结合袁走种养加
致富之路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好办法遥退耕还林后袁按照国家
政策规定袁不能再实行林粮间作袁但可在配套造林地或退耕
地的林下种草袁既有利于保持水土袁又能为养殖家禽尧家畜
提供饲料遥 通过林间种植牧草尧养殖草食动物袁可增加农民
的收入袁弥补农业的损失遥 目前袁在安徽省滁州尧合肥尧六安
等市都已取得了成功遥
2 安徽省发展林尧草尧牧生态农业的有利条件
2.1 国际方面 目前袁 我国的粮食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
格袁而畜产品的价格却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袁这就为发展畜
牧业尧 发展草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遥 美国 2亿多人
口袁年产饲料 1亿 t袁而我国有 12亿多人口袁年产饲料 5 800
万 t袁人均占有饲料 48 kg袁仅相当于美国的 9.7 %遥我国近年
牛羊肉消费量以每年 18 %的速度增长袁畜牧业的发展潜力

非常大袁而饲料紧缺是当前国内畜牧业发展的瓶颈遥
2.2 国内方面 迅猛发展的畜牧业急需牧草产业为其提

供必需的物质保障遥为此袁农业部门正在研究有关牧草产业
的发展规划袁打算在全国建立 24个优质牧草基地遥 一些地
方也制定了鼓励发展草产业的优惠政策袁甘肃尧新疆尧内蒙
等省已经将牧草产业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新兴产业来发展遥

在原有林业生产基础上袁发展林草牧生态农业袁通过建
设不同形式的林草牧生态模式袁种植牧草袁发展养殖牛尧羊尧
驴尧鹅尧鱼等草食动物袁具有重要意义遥
2.3 省内方面 安徽省是畜牧业大省袁省委尧省政府提出
了畜牧业进位工程袁 全省畜牧部门都在充分利用当地的品
种资源和自然资源袁积极响应遥有全国黄牛野 金三角冶之称的
蒙城尧涡阳尧利辛袁大力发展黄牛生产曰淮北充分利用当地优
势品种黄淮白山羊发展养羊业等袁而这些草食动物的食物袁
除农作物秸秆外袁还需要大量的优质青饲料遥如能充分利用
安徽省的林地尧退耕还林的林间空地种植牧草袁既能改善生
态环境袁增加绿地覆盖率袁又能为畜牧养殖业提供优质牧草袁
为安徽的畜牧业作贡献遥
3 安徽省发展林草牧生态农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3.1 问题

渊 1冤农民缺乏启动资金尧技术和相关信息曰不了解市场袁
对养殖缺乏信心遥

渊 2冤只注重林业发展而忽视林间空地的有效利用袁在林
间作物选择上袁国家规定禁止林粮间作袁大多数地区任其生
长野草袁野草枯死后袁给森林造成火灾隐患遥

渊 3冤林业发展与牧草品种的选择不相配套袁与养殖的动
物品种尧数量更不配套遥
3.2 对策

渊 1冤各级政府要针对本地的实际情况袁制定切实可行的
林草牧种养模式曰大力发展草食动物养殖袁给予必要的资金
支持曰对农民进行养殖技术培训袁提供市场信息并加强宣传
力度遥

渊 2冤加强科技投入袁引进国内外先进的技术和牧草品种袁
选择适合安徽省林间种植的品种遥

渊 3冤林尧草尧牧配套袁根据林业生产尧牧草生长的特点积
极引导农民发展草食动物养殖袁形成野 公司+农户冶的运作方
式袁带动一方企业遥

渊 4冤加强林木病虫害和动物疫病的综合防治袁建立健全
综合防治体系遥

渊 5冤做好产供销一条龙服务袁搭建相互了解尧信赖的平
台袁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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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安徽省林草牧生态农业发展的现状袁并提出了相应对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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