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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草牧业在我国精准扶贫中的
作用和潜力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科技扶贫实践与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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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实施科技产业扶贫，是实现脱贫攻坚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我国草原牧区是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

也是贫困人口的集中分布区，是我国脱贫攻坚的“硬骨头”。面向新时代居民食物消费的多元化和高品质需

求，在我国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推动下，生态草牧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也为我国广大草原牧区的社会经济发

展提供了大好机遇。草原牧区通过生态草牧业产业扶贫，全国已有不少脱贫致富的成功案例。中国科学院生

态草牧业扶贫工作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牵头，联合院内外多家单位在贵州省水城县开展“黑山羊草畜一

体化”示范项目，并为云南省永善县肉牛养殖提供科技支撑，项目成果为草山草坡地区发展生态草牧业产业

扶贫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经验。我国面积广阔的草地资源不仅是广大牧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也具有保持

水土、涵养水源等重要的生态功能。因此，发展生态草牧业，不仅是牧区实施产业扶贫的重要出路，也是我

国建设美丽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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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扶贫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

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2017 年 10 月，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到 2020 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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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要坚决打赢精准脱贫攻

坚战。“志智双扶”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本之策。

“扶志”，就是扶思想、扶观念、扶信心；“扶智”，

就是扶知识、扶技术、扶思路[1]。科技扶贫不仅是我

国扶贫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脱贫攻坚的重

要战略措施，更是“扶智”的重要手段和途径[2]。

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在贫困地区因地制宜发展

特色产业，通过产业带动扶贫，才能实现精准扶贫

的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我国居民的膳食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对口粮

的消耗大量减少，而对乳肉等畜产品的需求比 20 世

纪 80 年代翻了 3 倍。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农业上“重农

轻牧”，使畜牧业发展缓慢，导致大量草畜产品依赖

进口，威胁国家粮食安全。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发展草牧业……

促进粮食、经济作物、饲草料三元种植结构协调发

展”，就是为了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国内对

优质草畜产品的自主供给，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当前

我国消费市场对优质乳肉产品的需求巨大，带动了对

优质饲草料需求的强劲增加。因此，在广大贫困地区

发展生态草牧业，开发优质特色的农畜产品，满足居

民对美好生活的多元化消费需求，将是我国实施产业

扶贫的重要方向。

1 草原地区是我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区域

1.1 草原地区贫困分布特点及现状
我国草原面积广阔，拥有天然草原面积4亿公顷，

约占全球草原面积的 12%，位居世界第一。草原是我

国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约占国土面积的 41%，

是我国耕地面积的 3 倍，森林面积的 1.9 倍[3]。我国草

地资源主要包括北方草原和南方草山草坡，以及零星

的沿海滩涂、湿地和农区草地等。我国北方草原主要

分布在内蒙古、新疆、西藏等 12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占全国草原总面积的 83%；我国南方地区草原

以草山、草坡为主，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

江西、湖南等 13 个省（自治区）的丘陵、山地，约占

全国草原总面积的 17%。

我国草原地区具有“四区叠加”的特点，是我国

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并且

大多位于边疆地区，以及贫困人口的集中分布区。

当前，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脱贫攻坚的“硬骨头”，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亟待补足的一块“短板”。我

国 1.1 亿少数民族人口中，70% 以上集中生活在草原

区。目前，全国共有 268 个牧区半牧区县，大多数分

布在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宁

夏、云南等 13 个省（自治区）。其中，152 个县是

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占牧区半牧区县总数的 56.7%

（表 1）。

表 1     我国牧区半牧区县及其中贫困县分布数

省（自治区）
牧区半牧区县
（个）

贫困县
（个）

贫困县占比
（%）

内蒙古 53 20 37.7

四川 48 35 72.9

西藏 38 37 97.4

新疆 37 10 27.0

青海 30 15 50.0

甘肃 20 13 65.0

黑龙江 15 8 53.3

吉林 8 3 37.5

河北 6 5 83.3

辽宁 6 0 0.0

宁夏 3 3 100.0

云南 3 3 100.0

山西 1 0 0.0

合计 268 152 56.7

自古以来，草原就是广大牧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

产资料，草原与牧民的生产、生活和文化发展息息相

关，牧民收入的 90% 以上来自草原。除放牧外，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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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独特的生态、经济、社会功能，是不可替代的重

要战略资源。然而，过去由于超载过牧等不合理的开

发利用，加之全球气候变化等自然因素的影响，我国

北方大面积天然草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退化、沙化和

盐渍化等现象，草原“三化”现象导致其生态功能和

生产功能均显著降低。

在“以粮为纲”的观念指导下，南方草山草坡地

区很多农民毁草开荒。全国约有 9 000 多万亩耕地分布

在 25 度以上的坡地，其中大部分在南方草山草坡。开

垦种粮导致水土流失日益严重，致使植被减少、土层

变薄且日益贫瘠，土地生产力下降，从而导致草山草

坡的水源涵养能力降低，增加了洪涝灾害的频率和强

度[4]。草原生产力和物种多样性不断降低，草原生态

变得非常脆弱，对畜牧业经济发展和农牧民生产生活

带来严重的影响。

1.2 我国草原牧区扶贫的现有措施及存在问题
2000 年以来，国家先后启动了“退牧还草”、京

津风沙源治理、西南岩溶地区草地治理等多项草原生

态保护工程，并投入大量资金。2011 年以来，我国

在内蒙古、西藏、新疆等 13 个主要草原牧区省（自

治区）实施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禁牧、草畜平衡

措施给予奖励补贴，实施 8 年以来，国家累计投入资

金 1 326 亿元[5]。经过多年的生态治理，项目区草原

植被有所恢复，高度、盖度和产草量均有所提高。但

是，我国天然草原总体恶化、局部好转的趋势没有得

到根本改变，草原牧区 2017 年的家畜平均超载率仍

然有 11.3%。与此同时，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牧民

禁牧休牧的补贴，虽然保持了减畜不减收的目标，但

是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速度相比，我国草原牧区农牧

民的人均收入仍然远低于全国农民人均收入。比如，

2016 年，我国 108 个牧区县、160 个半牧区县的农牧

民人均收入仅是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 63%、66%；

2017 年，我国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甘肃、

四川六大牧区农牧民人均收入是全国农民人均收入

的 83.6% [5]。因此，要解决草原生态保护与牧民增收之

间的矛盾，需要加强科技支撑，通过技术措施促进草

地生产条件改善，提高草地的生产力和生态功能。

我国广大北方草原牧区和南方草山草坡由于山高

路远，基础设施建设难度高、投资大，开发利用困难

较多，诸多原因造成这些地区发展缓慢，经济相对落

后，这也是我国草原地区贫困人口较多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受到

的工业和农药污染较少，很适合发展生态草牧业，

生产绿色无污染的优质草畜产品。改革开放以来，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居民对高品质食物的需求不断增

加，市场空间巨大。因此，在我国广大草原贫困地区

发展生态草牧业，开发特色优质草畜产品，满足人民

对多元化食物消费的需求，既是产业扶贫的重要出

路，也是我国建设美丽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内容。

2 生态草牧业是草原地区产业扶贫的重要方向

由于我国传统农业多年来重视粮食作物生产，草

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农牧

民的认识，草原畜牧业相对传统农业都更为薄弱。

自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发展草牧业”以

来，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多个部委陆续出台了系列政

策和措施，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出台，表明在我国农业

结构调整中越来越重视“草”的作用。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第 37 次会议上，首次将“草”纳入“山水

林田湖”的提法，即“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

共同体”，这是对草原地位的重要肯定。在新一轮国

务院机构改革中，国务院组建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由自然资源部管理，这是国家重视草原生态保护和草

地资源管理的重大具体的举措，是对“草”地位的肯

定，对我国草原生态系统保护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和具体的举措，为我国草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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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各地区各部门积

极行动，大力兴草兴牧，草牧业未来市场发展前景广

阔。草原牧区发展草牧业应遵循“生态优先，以草定

畜”的原则，科学配置草地的生态和生产功能，将草

地保护与适度利用相结合；草山草坡发展草牧业，应

遵循“因地制宜，适度利用”的原则，在保护植被的

条件下，发挥边际土地的作用，发展具有特色的高产

高效草牧业[6]。

在上述基本原则的指导下，通过加强科技支撑，

运用适宜的成熟技术，可以快速恢复退化天然草地的

生产力，同时还可以提高草原物种多样性，增加优质

牧草的比例，以及维持草地生产力的稳定性[7]；在牧

草加工利用过程中，通过添加微生物菌剂、酶制剂、

发酵抑制剂等青贮添加剂，或者生物添加剂、天然添

加剂等干草添加剂，可以显著提高饲草品质，延长牧

草保存期，便于饲草贮藏、运输和家畜采食，有效减

少资源浪费[8]。通过加强科技支撑，在种草、制草、

养畜等草牧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可以显著提高水土

资源利用效率，饲草利用率和转化率等[6]。这些结果

表明，扶持贫困地区发展生态草牧业，是科技助力精

准脱贫的一个重要方向。

3 生态草牧业扶贫实践和模式探索

我国 268 个牧区半牧区县拥有草原面积 2.57 亿公

顷，约占全国草原总面积的 67%[3]。利用牧区优势丰

富的草地资源，通过发展生态草牧业，提高畜牧业生

产效率，改善生态环境，恢复草原的生态功能，从而

带动草原旅游、休闲养生等第三产业，是实施产业扶

贫的重要方向。全国通过发展生态草牧业产业扶贫，

已有不少成功的案例和模式，如甘肃省定西市[9]、甘

肃省临洮县[10]、西藏贡嘎县[11]等地的生态草牧业产业

扶贫模式，均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国科学院的生态草牧业扶贫工作由院科技促进

发展局组织，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植

物所”）牵头，联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以下

简称“微生物所”）、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以下

简称“武汉植物园”）、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以下简称“地理资源所”）以及贵州省畜

牧兽医研究所等院内外科研单位，共同在贵州省水城

县开展了“黑山羊草畜一体化科技扶贫项目”，实

施 1 年以来取得了初步成效[12]。此外，中国科学院科

技促进发展局牵头组织植物所、微生物所、武汉植物

园等相关研究所，与云南省昭通市开展全方位的科技

合作。植物所牵头赴昭通市永善县进行调研对接，初

步了解了当地草地资源、畜牧业发展现状以及扶贫概

况，拟在永善县打造草牧业全产业链中提供全面的科

技支撑。

3.1 贵州省水城县草牧业产业扶贫模式
水城县位于贵州省六盘水市腹地，地处西南喀斯

特滇桂黔石漠化山区，属温凉湿润的高原亚热带季

风气候，总面积 3 607.82 平方公里。水城县草山、草

坡资源丰富，20 公顷以上的连片草场面积达 4 万公

顷以上，零星草场面积约 1 万公顷左右，草场面积占

土地总面积约 14%。水城县是贵州省 14 个深度贫困

县之一，贫困人口 31 901 户 107 018 人，未出列贫困

村 110 个，其中深度贫困村 71 个。

水城县大部分乡镇冬春季节天然草地有 4—5 个

月的枯草期，缺乏青饲料供应，牲畜食用营养价值低

的农作物秸秆，会导致严重掉膘、出栏周期长、商品

质量差等问题。开展冬闲田种草，可有效改善这一状

况。目前水城县有冬闲田面积 4.4 万公顷，土地资源

丰富，部分村镇通过种植一年生黑麦草，实现种草养

畜收入达到传统种植收入的 12.5 倍[13]。

为此，根据“为养而种、草畜配套、良性循环”

的发展宗旨，依托中国科学院在生态草牧业科技示范

领域的科研成果优势，由植物所牵头，联合微生物所

等多家院内单位，先后多次到水城县猴场乡、陡箐镇

等地进行实地考察。根据当地的资源优势和特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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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物所扶贫团队与水城县政府研究确定了开展人

工种草进行黑山羊养殖的发展方向。为充分集成各方

优势，项目联合贵州省畜牧兽医研究所黑山羊高效养

殖的科研团队，与水城县当地农业企业合作，采用

“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的三位一体合作模式，依托

基地示范、合作社推广、贫困户分散经营、企业统一

回收、统一品牌化市场运作的发展思路。2018 年在

水城县猴场乡格支村率先开展黑山羊草畜一体化养殖

示范项目，以带动水城县域草牧业及黑山羊养殖产业

的发展。该项目计划投资 2 亿元建成黑山羊草畜一体

化全产业链项目，分为 3 期实施。计划项目达产后，

将改良恢复当地 4 万多公顷草山草坡，提高草地生产

力，实现年出栏 60 万只黑山羊，屠宰、精分割和精加

工产能达 1.8 万吨，实现年产值 20 亿以上，利税 2 亿

元以上，从而带动水城县上万人就业增收，实现精准

扶贫的目标。

项目已初步运行 1 年，由格支村委牵头成立黑山

羊养殖专业合作社，担保并组织贫困户户均种植高

产牧草 10 亩，并按统一的技术规程开展种母羊代养

户均 30 只，由企业与合作社签订种母羊代养协议，

并提供种公羊配种和一定的饲草料保障，年底由企业

负责回收活羊。贫困户主要收入来源包括 4 个渠道：

① 土地流转租金，平均每亩租金 500 元；② 种植牧

草销售，以青贮玉米为例，按每公斤 0.3 元销售给企

业；③ 种母羊代养回销，每只收益约 300—500 元；

④ 企业和合作社务工，主要为人工收割牧草，按每

公斤 0.1 元计算，每天可收入 100—150 元。初步计

算 2018 年的扶贫成效，带动贫困户户均年收入最高的

达到 4.34 万元，最低的也达到 2.75 万元。

3.2 云南省永善县草牧业产业扶贫模式
永善县位于云贵高原北部，四川盆地边缘，乌

蒙山脉西北面，金沙江下游，地处云南、四川两

省六县结合部，土地面积  2 789 平方公里，属中亚

热带季风气候区。全县草地面积 61 095.5 公顷，占

土地总面积的  22%。截至  2018 年  7 月，永善县共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41 893 户 178 601 人，其中未脱

贫 24 063 户 99 316 人，占贫困户总数 57.44%。

永善县草地分山地草甸草山、暧性草丛、暧性

灌草丛、热性灌草丛  4 种类型。人工草地为鸭茅、

黑麦草、白三叶型，天然草场以野青茅、画眉草、

野燕麦、野草莓、熟地草为主。永善县牲畜养殖以

牛羊为主：2017 年末存栏黄牛 4.9 万头，出栏黄牛

达 1.3 万头，现有肉牛规模养殖场 38 个；2017 年末存

栏羊 15.6 万只，出栏羊达 10 万只。永善县的马楠半细

毛羊是当地培育的国家级品种，已经农业农村部审核

为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产品。

根据永善县地方政府提出的需求，由植物所牵

头，联合微生物所等院内单位，赴永善县进行实地考

察，先后调研了溪洛渡镇、黄华镇、莲峰镇、马楠苗

族彝族乡等多个乡镇；根据当地天然草地现状和饲草

利用情况，对天然草地合理利用、青贮草产品加工和

高效饲喂等提出了科学建议。

永善县草牧业扶贫主要采取企业集中经营的模

式，由企业建基础，乡镇组建养殖合作社吸收建档立

卡贫困户，签订“代养”合作协议，养殖合作社通

过股权量化将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资金按 1 万元/户

入股公司，公司则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每户代养 1 头肉

牛，公司按入股资金总额的 8% 实行年度保本定额分

红，其中：贫困户占 7% 分红作为收益；专业合作社

占 1% 作为发展资金。项目运行后拟实现一地“生四

金”，即：① 草场流转收租金。育肥基地和能繁母牛

基地流转草场 1.5 万亩，平均每亩 12 元，每年流转费

用 17.8 万元。② 务工就业挣薪金。企业拟吸纳 30 人

入场务工，月工资 3 000 元左右，每人年收入 3.6 万

元左右。③ 扶贫资金入股分股金。按分红比例，每

户贫困户每年可分得红利 700 元，1 247 户每年可分

红 87.29 万元，专业合作社每年可分得红利 12.47 万

元。④ 饲料种植增现金。贫困户可在承包地种植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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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玉米出售给公司，每亩收入可达 3 000 元以上。通

过“代养”合作模式，贫困户全程参与草地种植、肉

牛饲养管理、销售、加工等环节，建立起公司与合作

社、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贫困户的扶贫资金

保本运行，实现公司基地发展壮大、合作社组织化提

升、农民脱贫增收的“三赢”目标。

4 草牧业扶贫面临的问题与下一步工作思考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后，草牧业受到了全

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国家部委相继出台了多项政策

和指导意见，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并积极开展草牧业实

践，学术界从多个层面、不同角度解读草牧业的内涵

和外延[14,15]。在各个层面的推动下，草牧业作为近几

年兴起的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迅速。但是，由于过去

长时期“以粮为纲”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草牧业在

大农业发展中不受重视，导致我国草牧业产业发展基

础薄弱、草牧业科技支撑严重不足，草牧业科技和

推广人员较少[16]。因此，在各地草牧业产业扶贫发展

中，需要进一步加强生态草牧业科技研发，根据不同

区域资源禀赋，打造特色生态草牧业产业链，总结生

态草牧业产业扶贫新模式。

（1）加强生态草牧业科技研发，加大贫困地区科

技培训力度。补齐草牧业发展短板，关键在科技。由

于过去我国在草牧业领域的科研投入相对较少，导致

草牧业科技发展远落后于传统种植业。例如，我国严

重缺乏优质的本土草畜品种，现代育种技术几乎没有

应用到草业领域等。家畜品种主要依赖进口，本土畜

种普遍存在生产性能差、饲草转化率低、养殖成本高

等问题。我国饲草利用方式粗放，青贮饲料多采用自

然发酵，导致饲草收获浪费严重，营养损失大[6]。当

前，我国草牧业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草牧业科技从

业人员和技术推广人员严重缺乏，尤其在地处边远的

广大贫困地区，科技人才的缺口更为突出。因此，加

强贫困地区科技培训力度，培养当地的科研力量和后

备人才，对于草牧业产业扶贫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2）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打造生态草牧业全

产业链。生态草牧业是从天然草地恢复改良、人工草

地种植、草产品加工利用到畜牧养殖和产品加工的复

杂系统，各个环节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饲

草供给价格直接关系到养殖成本，养殖收益又直接影

响到对饲草的需求。因此，只有打造生态草牧业全产

业链，协调种植、养殖、产品加工等各个环节的收益

分配，才能促进草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任何产业发

展都离不开企业带动。因此，贫困地区应加强政策引

导，培育和扶持地方龙头企业或引进相关龙头企业，

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带动、科技支撑、贫困户参与的

思路，创新运行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打造种养加一

体化的草牧业全产业链，带动贫困地区草牧业产业稳

步发展。

（3）根据贫困区资源禀赋，发展特色生态草牧

业。我国贫困地区大多地处山区和边远地区，交通

不便，信息闭塞，资源开发利用不足。正是因为这些

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受到的工业和农药污染较少，仍

然保有较好的生态环境，是发展生态草牧业的理想区

域。根据贫困区的资源禀赋和当地传统畜种适应性强

的优势，不同区域可以发展特色草牧业，从而为我国

居民提供绿色无污染的多元化优质畜产品。例如，水

城县的黑山羊、永善县的马楠半细毛羊均是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同时，通过天然草地改良，恢复草原植被

景观，结合地方少数民族文化特色，开发草原文化旅

游，带动第三产业发展，这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的一条重要路径。

（4）加强地方特色品牌建设，提高畜产品附加

值。发展生态草牧业，最终的产品出口主要是优质的

乳肉等畜产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居民对营养健

康的刚性需求激增，膳食结构趋于多元化，消费结构

不断升级，对安全、优质的牛羊肉和奶类等动物蛋白

食物的消费需求与日俱增。贫困地区要加强特色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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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精深加工，开发多元化的乳肉等畜产品，通过规

范生产经营行为，加强地方特色品牌塑造，提高产品

的附加值，从而提高养殖收益，进一步增强带动农牧

民增收致富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胡光辉. 扶贫先扶志 扶贫必扶智——谈谈如何深入推进

脱贫攻坚工作. 人民日报, 2017-01-23.

  2 段子渊, 张长城, 段瑞, 等. 坚持科技扶贫 实现精准扶贫 促

进经济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6, 31(3): 346-350.

  3 全国畜牧总站. 中国草业统计2016.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

社, 2017.

  4 林祥金. 我国南方草山草坡开发利用的研究. 四川草原, 

2002, (4): 1-16.

  5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中国草原保护情况. [2018-08-22]. 

http://www.forestry.gov.cn/main/198/20180822/16562335621

1956.html.

  6 方精云, 景海春, 张文浩, 等. 论草牧业的理论体系及其实

践. 科学通报, 2018, 63(17): 1619-1631.

  7 潘庆民, 薛建国, 陶金, 等. 中国北方草原退化现状与恢复

技术. 科学通报, 2018, 63(17): 1642-1650.

  8 钟瑾, 倪奎奎, 杨军香, 等. 我国饲用草产品加工技术的现

状及展望. 科学通报, 2018, 63(17): 1677-1685.

  9 杜妮妮. 定西市安定区草牧产业扶贫模式探索. 现代畜牧

科技, 2018, (11): 28.

 10 桑育雄. 临洮县草牧业助推精准扶贫的成效及其模式. 扶

贫攻坚, 2017, 47(11): 120-121.

 11 孙维, 武俊喜, 钟志明, 等. 西藏草牧业科技精准扶贫模式

研究——以吉纳村为例. 科技促进发展, 2017, 13(6): 449-

454.

 12 夏勇, 田弋夫, 余德顺, 等. 科技助推“三变”改革 建立

科技扶贫长效机制——中国科学院贵州省水城县定点科

技扶贫实践与探讨.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8, 33(12): 1374-

1380.

 13 何天丽, 何刚. 水城县冬闲田土种植一年生黑麦草的现状

及前景. 农技服务, 2007, 24(12): 78, 113.

 14 任继周 .  我对“草牧业”一词的初步理解 .  草业科学 , 

2015, 32(5): 710.

 15 方精云, 李凌浩, 蒋高明, 等. 如何理解“草牧业”? 中国

科学报, 2015-07-17.

 16 张自和, 盖均镒. 中国草业发展保障体系研究// 旭日干, 任

继周, 南志标. 中国草地生态保障与食物安全战略研究丛

书（第六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相关图片请见封二)



230  2019 年 . 第 34 卷 . 第 2 期

科技扶贫

*Corresponding author

On Role and Potential of Grass-based Livestock Husbandry in Poverty Alleviation
—Practice and Pattern Exploration of S&T Poverty Alleviation by Institute of Botan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AO Shuqin1    HU Zhaomin1,2    HAN Yong4    LIU Zhiquan1    PAN Qingmin1    DUAN Rui2,3    ZHONG Jin5    JING Haichun1,2*

（1  Institute of Botan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93,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Bureau of Sciences &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864, China;

4  Guizhou Institute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Science, Guiyang 550005, China;

5  Institute of Micro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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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measur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n grasslands of China. Our survey indicated that 152 counties in the grassland region are in 

poverty, representing 56.7% of the total 268 counties. Hence, grasslands are the regions where the “hard core” poverty populations 

reside. As a pilot initiativ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as launched projects in the grasslands in the north and the moutain meadows 

in the south to couple forage cultivation and processing with husbandry of elite local livestock breeds by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converters of feed to products, and the projects have substantially helped local people increase their household incomes. Nationwid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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