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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18日，农安县委书记李树国（左一）与副县长彪兵（左二）、副县长

周德库（右一）一起在巴吉垒镇调研肉牛产业发展情况。

坐落在巴吉垒镇的长春城开农投绿色循环畜牧产业示范园区

描绘描绘““牛气冲天牛气冲天””的振兴新画卷的振兴新画卷
——吉林省农安县巴吉垒镇依靠肉牛产业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纪实吉林省农安县巴吉垒镇依靠肉牛产业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纪实

巴吉垒镇牌楼 吉林新兆农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肉牛养殖场

□ 王 也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强国必先

强农，农强方能国强。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

蓝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

党中央认为，必须坚持不懈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

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正是在这样的宏大时代背景下，

吉林省农安县巴吉垒镇吹响了乡村振

兴的嘹亮号角，以党建为引领，依靠科

学养殖，做起了令人羡慕的“牛”文章，

让这片热土成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

镇，向振兴路上的父老乡亲交上了一

份令人满意的时代答卷。

特色牵线 肉牛产业风生水起

乡村振兴要靠产业，产业发展要

有特色。

为了探寻这个全省乡村振兴示范

镇的崛起之谜，披着早春的绚烂霞光，

我们一路驱车向北，来到了巴吉垒镇。

巴吉垒镇，地处农安县西南部，距

农安县城30公里，距长春市区70公

里，位于“长春1小时经济圈”内，是古

老的黄龙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相传因

蒙古将领巴吉在此屯兵筑垒而得名

“巴吉垒”。1960年2月，全国文化工

作会议正式授予巴吉垒镇“巴吉垒诗

乡”。1993年，在全省文化工作会议

上，巴吉垒镇被省政府命名为“文化特

色乡镇”。

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底蕴深厚、幅

员广阔的北方小镇，前些年却总让踏

上这片土地的人皱起眉头——这里

因土地盐碱化严重，土壤较为贫瘠，

又有“十年九旱”之称；原有经济结构

中以种植业为绝对主导，二三产业几

乎没有，本地税源近200万元左右；

人均收入低，外出务工者众多，户籍人

口5.3万人，常住人口最低时几乎跌

破2万人。

然而，此次采访中，我们在巴吉垒

镇感受到的却是一派明媚春光。充满

牛香韵味的巴吉垒镇，满眼热火朝天

的场面，展现出特色鲜明的乡村振兴

模式。之所以能在新时代的乡村振兴

中谱写出崭新画卷，成为小康路上的

典范，原因就在于巴吉垒人用豪迈的

诗情在苍茫大地上做起了“牛”文章。

随着吉林省委省政府关于“秸秆

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的实

施，农安县委县政府制定了“百万头

肉牛产业规划”，提出了肉牛产业发展

“11N11”布局，把农村工作上升到全县

战略高度去谋划，提出“修路栽树、养牛

致富”的重点工作任务目标。据农安县

委书记李树国介绍，2021年开始，随着

“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

核心项目落户巴吉垒镇，巴吉垒镇高

度重视特色肉牛养殖工作，立足区位

优势和资源禀赋，将“村为主体、政府

主导、种养结合、互利共赢”的养殖模

式与肉牛养殖和乡村振兴结合起来，

高标准打造“肉牛特色产业小镇”。

在巴吉垒镇的吉林新兆农牧业股

份有限公司养殖场的拌料车间里，几名

工作人员正利用大型拌料机为肉牛准

备“早餐”。伴随着全自动撒料车的轰

鸣声，草料被运到设施齐全的牛舍里，

一头头健硕的肉牛在自动饮水机旁畅

饮后，便踱步到室外的散养区休息。

“现在养牛简单多了！2500头肉

牛，十多个人就能轻松管理。”说起肉

牛标准化养殖，养殖场负责人程兆礼

赞不绝口。实行开放式饲养、无抗养

殖、无公害生产、无公害清洁的标准化

科学饲养，这是巴吉垒镇发展肉牛产

业的一个缩影。

集群成链 重大项目快速落地

“我们不只是要养好牛，而是要打造

一条完整的肉牛产业链，做好肉牛产

业大文章。”巴吉垒镇党委书记吕晓龙

说，按照农安县委的统一部署，镇党委

政府一班人目标明确、思路清晰、步伐

坚实，将肉牛产业作为一项主导产业，

构建“龙头企业带动、政企联民互动、

产业园区拉动、养殖大户联动、产研结

合促动、优势品牌驱动、金融助力引

动、三产融合传动、特色产业推动、全

镇举力行动”的发展格局，不断为乡村

振兴注入新动能，打造富镇裕民的新

载体。

伴随着“牛劲”爆发的嘹亮号角，

巴吉垒全镇进入了肉牛产业大发展机

遇期，经济社会水平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扩大肉牛养殖规模，夯实肉牛

产业发展基础。巴吉垒镇紧扣肉牛

产业发展这一主题，落实全县肉牛

“11N11”布局，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

用，充分利用现有畜牧基础与优势资

源，形成“全民参与”“小规模、大群体”

的肉牛特色产业发展蓝图，以“政府搭

台+企业引领+金融助力+保险兜底+

农户参与”为总体思路，建“金融超市”

体系，推“放母还犊”政策，实施“企、

场、合作社、户”梯次培育计划，壮大肉

牛产业发展规模。截至2022年底，镇

域养殖户共计2252户，占全镇常住户

数的近40%，肉牛发展量达9.4万头，

较2021年同期增长近50%。其中，可

繁育母牛2.5万头，去除大型养殖企

业，全镇养殖户肉牛增量达1.7万头，

年内新增肉牛存栏量100头以上规模

化养殖户6户、肉牛存栏量50头以上

20户。

加大项目资源引进，促进产业就

业双循环。巴吉垒镇牢牢抓住省市县

肉牛产业发展政策机遇，以农安县

“13321”肉牛全产业链发展战略为产

业布局总纲领，整合本地资源，盘活闲

置资产，围绕肉牛产业链条大力开展

招商引资，多个项目成为省市县核心

项目、重点项目，全力谋划打造一条集

种植、养殖、屠宰、加工等于一体的肉

牛全产业链条。

巴吉垒镇积极制定政策、组建专

班，抢抓重点项目，攻关重点课题，确

保工程顺利推进，打通产业链条，一批

重大项目快速落地。

2021年，巴吉垒镇引进占地626

公顷、总投资35.9亿元的“长春城开农

投绿色循环畜牧产业示范园区”项目，

建成后将达到10万头肉牛养殖规模。

目前，主体工程基本完工，正在进入收

尾阶段，园区内存栏肉牛已达2.3万头。

“随着园区的投入使用，我们将对

肉牛养殖、屠宰、饲料及有机肥加工、

产品追溯实现智能化管理。”长春城开

农投畜牧发展有限公司养殖园区副总

经理徐鹤介绍说，项目建成后，将实现

种源、养殖、深加工、科研、交易市场及

冷链物流深度融合，一条肉牛全产业

链在巴吉垒大地形成。

紧接着，总投资4.5亿元的农牧加

工示范园项目也落户巴吉垒镇，该示

范园设计规模为年屠宰肉牛20万头，

目前项目主体已建设完成，正在进行

设备安装，预计4月份进行试车；投资

6亿元、精深加工1.6万头肉牛的农安

县肉牛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项目也与

巴吉垒镇牵手，目前主体已封顶，预计

年底前投入使用；投资1.5亿元的万头

种牛繁育基地项目预计年底前建成

投产……

巴吉垒镇通过重大项目的落地实

施，推动集养殖、屠宰、加工等于一体

的肉牛全产业链条逐渐形成，实现从

原来以一产尤其是种植业占绝对主导

的经济结构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转

型。巴吉垒镇力推项目引进、企业发

展，充分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集

群，拉动镇域经济增长的同时，带动本

地百姓就业千余人，发展企业和服务

就业“双拉动”的增长格局初步形成。

短短一年多时间，巴吉垒镇肉牛

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3.7亿元，基

本打通了产业链上养殖、屠宰、加工等

关键环节，全镇肉牛发展量实现翻番，

全口径税收增幅超500%，主要经济指

标呈现跨越式增长。巴吉垒镇从传统

的农业乡镇一跃成为全省肉牛产业明

星镇，2021年获评省级“肉牛特色产

业小镇”，2022年获评省级“乡村振兴

示范镇”。

在巴吉垒镇，肉牛产业不仅承载

着百姓致富的希望，更是产业兴旺的

动力、生态治理的关键、小康路上的引

擎。同时，巴吉垒镇肉牛产业融合发

展的成功模式，也给我们带来可贵的

启示和深刻的思考：只有以全产业链

思路谋划和制定发展规划，才能把区

域优势、资源优势有效转化为产业优

势、经济优势，也才能更好地打好“产

业兴旺”这张牌，推动肉牛产业化发展

运营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有效对接融

合。这是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推动肉牛

产业转轨升级、有效促进乡村振兴的

重要渠道和途径，也是实现产业旺、农

村美、农民富的有效路径。

党旗引领 富镇裕民焕发生机

办好农村的事，实现乡村振兴，关

键在党。巴吉垒镇党委一班人深刻地

认识到这一点，并付诸实际行动，以党

旗引领致富路，以和煦东风吹暖百姓

渴盼致富的心田。

巴吉垒镇党委书记吕晓龙说：“巴

吉垒镇紧紧抓住肉牛发展的‘牛鼻

子’，着力发挥党组织的核心堡垒作

用、村干部和党员的带动作用，形成强

大的合力和发展动力。我们成立了

‘牛专班’，由班内牛专家专职负责肉

牛产业发展，19个村都成立了村党组

织领办创办的合作社。通过招商养、

自主养、合作养等多种模式，平均每个

合作社养殖肉牛超过50头。”

目前，巴吉垒镇有19个行政村能

够完成党总支部领办创办的发展养牛

业任务，其中有13个村可进行党总支

部自主养殖。金马村将70公顷甸子

地以入股形式流转给养殖大户，该项

目已完成5000平方米牛舍修建，引进

并饲养育肥牛130余头。南洼子村引

入茁旺畜牧养殖公司，修建面积700

平方米牛舍1栋，已与长春城开农投

畜牧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放母还犊”合

约，计划引进安格斯怀孕母牛120头。

巴吉垒镇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

力求走出一条“支部有作为，党员起作

用，集体增收入，群众得实惠”的乡村

振兴新路子。实践证明，他们已经做

到了，并向人民群众交上了一份满意

答卷。

在巴吉垒镇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

话：“养三头牛相当于多种一垧地。”这

句话在双榆树村养牛大户王国良身上

得到了充分印证。

2010年，王国良开始养牛，当时

受各方面因素束缚只能养几头母牛，

他一直靠着自繁自养模式摸索着增加

一点规模，直到2022年他的养殖事业

迎来了新转机。随着上级扶持政策的

相继出台，巴吉垒镇“金融超市”的金

融助力和养殖保险的兜底，让他有了

扩繁增量的底气。2022年底，他的肉

牛养殖规模扩大到了200余头，今年

初他又在原有规模基础上扩建了新圈

舍，目前育肥牛逐渐进圈，计划可扩大

养殖规模到400头，预计年创收可达

100余万元。

几年来，巴吉垒镇聚焦肉牛产业

发展战略，借助“省10条”“市21条”

“县3条”养殖政策红利，加大全镇资

源整合力度，鼓励村党组织利用公共

空间，成立村党总支部领办创办合作

社，积极推行“支部+合作社+农户”养

牛模式，发挥村党组织凝聚、示范、带

动作用。目前，通过自主养、合作养、

招商养等多种方式，西铁村合作社肉

牛发展到50头，莫波村合作社肉牛发

展到100头，村集体经济增收均超过

10万元，实现农户获利、村集体经济

发展壮大的“双赢”目标。

近年来，巴吉垒镇还启动“坚持用

养结合、坚持绿色发展”的改良盐碱地

计划，充分利用人居环境整治契机，不

断强化环境治理，较好推动了绿色乡村

再升级。巴吉垒镇不断探索粪污资源

利用新路径，号召百姓将牛粪还田用作

有机肥、制作牛粪蜂窝煤球取暖等。

2022年，以李家围子村为试点建设“两

点一线就地就近”粪污临时收储点

6处，不仅为养殖户提供了便捷的粪污

统一存放处，减少了人居环境整治投

入，还实现了牛粪“变废为宝”，为李家

围子村创收2万余元。目前，巴吉垒镇

已投入300万元建设粪污收集设施共

计189个并投入使用，同时积极对接粪

污收储单位，与之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巴吉垒镇还充分利用人居环境整

治契机，由经纪人将各村堆积牛粪统

一运到盐碱地地块，目前已累计清运

粪污1.5万余立方米，可有效改良盐碱

地200余公顷，不仅帮助李家围子、双

榆树等6个肉牛养殖大村实现了粪污

“清仓见底”，还增加创收5万余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到2035

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其中一项就

是“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为

此，巴吉垒镇投入400万元，重点打造

农伏公路巴吉垒段示范带。一是在道

路两侧种植银中杨、金丝垂柳、山杏等

混交林24公里，种植花卉100万棵；

二是对东牌楼门至四合村部，8个村

民小组、3.67公里001省道路北公共

空间进行花园式绿化；三是在域内主

要公路两侧种植花卉，屯内见缝插绿

种植果树等绿化树木。

巴吉垒镇持续推动“千村示范”项

目建成，实现乡村风貌再提升。巴吉

垒镇在全面开展“六项清理”工作、推

动全镇农村人居环境快速有序提升的

基础上，按照县里提出的“打造五条示

范带、七条环线”的整体要求，结合实

际，坚持“九有六无”标准，以“清仓见底”

为目标，在大力推进“一带三线”的同

时，累计投入490万元，全面推进5个示

范村和38个示范屯建设，以点、线、带推

进人居环境整治全域提升，持续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纵深开展，做

到环环相扣、步步深入、久久为功。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

在搞好产业振兴的同时，巴吉垒镇还

传承了“诗乡”的优秀传统，不断强化

文化振兴，努力打造“文化巴吉垒”。

该镇以网络营造氛围，共有4304名诗

歌爱好者注册，收录作品7415个；开

通巴吉垒诗乡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号，

发布内容60余条，关注人数3000余

人；建立“诗乡巴吉垒”快手官方账号，

发布视频161条，粉丝11万。镇里还

整修了占地面积近2000平方米、建筑

面积300平方米的“诗乡文化站”，新

建1处总投资30万元、占地面积700

平方米的多功能体育场，丰富了群众

的体育文化生活。

风暖沃野春点卯，人欢牛唱新

征途。

在21世纪以来第20个指导“三农”

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出台的春风里，

巴吉垒镇正扬起奋进的风帆，持续

壮大支柱产业、培育特色产业，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上，满怀豪情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奋力描绘新时代乡村振兴发展的崭新

画卷。

（本文配图由巴吉垒镇政府办公室提供）

农安县巴吉垒镇党委书记吕晓龙接受长春广播电视台记者采访，介绍肉牛

产业发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