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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传统养殖的新业态，带领农户发“羊”财

—国际农发基金支持的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白山羊

养殖项目案例

摘要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山里源生态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从 2023 年

2月开始实施国际农发基金项目，从事陕南白山羊养殖。合作社充分

利用当地山高林密、植被茂盛、牧草丰富、富含硒元素等自然优势，

在坚持传统散养的基础上，通过引进优良品种、采用科学饲养技术，

实现精细化养殖，帮助广大农户改变了过去自由放养的落后养殖方式，

提高了养殖规模和品质。同时合作社通过品牌建设、发展种养结合等，

采用“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提升了产业价值链，带动广大农

户致富，吸引青年人回乡创业，挖掘出传统养殖产业新的业态和活力。

一、背景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早阳镇寨垭村是陕南秦巴山区的一个偏远

乡村，地处海拔 1000 多米，以高山坡地为主，植被茂盛、生长着 200

余种牧草植被，富含硒元素。常年以来当地村民就有养羊的习惯，但

由于村民长期养成的靠天养羊、靠山吃饭的观念，自由放牧，缺乏养

殖技术和组织管理，羊的品质一般，经济价值不高，抵抗病害风险的

能力也比较弱。当地经济发展一直较落后，青年人大都外出打工，村

中以年老体弱者居多。

为了改善家乡的贫困落后面貌，村里 1989 年出生的青年人赵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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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在外工作几年后，回乡成立了山里源生态牧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组织农户一起养羊。但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合作社成立之初遇到

了很多困难：

1）村民传统养殖观念根深蒂固，养殖技术落后，对合作社发展

前景缺乏信心，参与合作社的积极性也不高；

2）合作社发展缺乏资金，生产经营规模小；

3）由于传统养殖生产条件落后，同时受世俗观念影响，难以吸

引青年人参与，劳动力缺乏。

二、项目实施

为了改善传统养殖方式的弊端，合作社在赵磊的带领下，寻求拓

展新的生产经营模式。2023 年恰逢国际农发基金贷款陕西农村特色

产业发展项目在汉滨区征集商业计划书，合作社通过申请实施陕南白

山羊养殖产业扶贫价值链发展项目，获得国际农发基金项目 199 万元

的资金支持，使合作社得以迅速的发展壮大。合作社采取的主要措施

包括：

1）引进优良品种和科学饲养技术，提高养殖的生产效率和生产

水平。

为了改善羊的品质，合作社通过调查和走访，选定了陕南白山羊

作为养殖品种。陕南白山羊是陕西省南部地区的特有品种，肉质细嫩

口感好，板皮品质优，纯种陕南白山羊数量少，也是陕西省地方重点

保护品种。

同时合作社引进先进的科学饲养技术，给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和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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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充分利用当地植被茂盛、牧草丰富、富含硒元素等自然优势，在

坚持白天散养为主的基础上，建设了 1800 平方米的标准化圈舍，晚

上对山羊进行分圈管理，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补饲和防疫，实现精细

化养殖。以前村民传统方式养殖的羊普遍瘦弱，一般成年羊只有30-40

斤重，而且容易滋生病害。现在合作社采用科学技术精细化养殖的白

山羊，养殖一年以上体重可达 70-80 斤左右，而且由于保持了原生态

无污染，肉质细嫩，深受消费者的青睐。

2）利用项目资金，通过“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生产模式，大

力发展养殖规模。

国际农发基金项目从2023 年 2月开始在合作社进行实施，为 200

户农户提供了 1350 只优质的纯种陕南白山羊羊羔，并对农户提供技

术培训和指导，合作社按照高于市场价进行收购，平均一只羊收购价

约 2000 元左右。到 2023 年底，合作社白山羊存栏量达到 3500 多只，

引导更多的农户改变了过去靠天吃饭的养殖方式，参与到合作社的科

学养殖中来。参与农户大多数是以前的贫困户和弱势群体，这些农户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通过养殖具有陕南特色的白山羊，收入实现了稳

定的增长，生活水平也得到显著的提高。

3）通过提高品牌效应、拓展多业态的价值链，提高陕南白山羊

影响力和溢价效益。

为了提升合作社羊产品的品牌效应，合作社专门注册了“山里源”

商标，在以前单纯的整羊销售基础上，拓展了羔羊繁殖、养殖、屠宰

和分装包装等方式，以“山里源”品牌统一包装向外销售，比普通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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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有更好的销售价格，提升了陕南白山羊的溢价效益。合作社养殖的

陕南白山羊因为肉质细嫩口感好、硒含量高、原生态等特点，很多客

户专门上门求购，也有很多外省市客人慕名联系购买，产品供不应求。

同时，合作社还借助早阳镇的自然资源优势，流转土地 280 亩，

利用牲畜粪便种植高山无公害蔬菜，走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发展之路；

另外还发展民宿旅游、羊肉烧烤等，进一步拓展了白山羊产业价值链。

图 1：合作社利用当地丰富的牧草资源散养白山羊



5

图 2：合作社负责人赵磊在标准化羊舍里

三、成效

安康市汉滨区山里源生态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从 2023 年 2 月开

始实施国际农发基金项目，使合作社得到了迅速的壮大，合作社社员

由原来的 70-80 户发展到目前的 240 多户，白山羊存栏量 3500 余只，

实现年产值 230 多万元，年利润 120 万元，其中带动贫困户实现增收

43.6 万元。同时合作社带动周边六个村 260 户农户通过回购山羊、

园区务工、土地流转、入股分红等形式参与到养殖陕南白山羊的产业

中，年户均增加收益 8000 元左右，使养殖陕南白山羊发展成为当地

非常具有特色的养殖产业。

由于合作社通过提升养殖技术和价值链，转变了村民传统的养殖

观念，也吸引了很多以前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回到村里从事陕南白山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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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发展。

图 3：合作社为农户分发优良品种的羔羊

四、经验与启示

本项目实施的主要经验和启示如下：

1.发展传统农业的新业态，是现代农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传统农业多以人工劳作为主，由于生产效率低、生产规模小，逐

渐被以机械化、规模化为发展方向的现代农业所取代。

但是一些具有特色的传统养殖业、种植业，在保持传统农产品绿

色、原生态等特点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和挖掘新业态，引进新品种、

新技术，提升农产品的品质和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开展品牌建设和

引进新的营销方式，提升价值链和产品的溢价效益等，使传统农业生

产的农产品焕发出新的活力，更加吸引着消费者的关注和青睐，依然

具有特殊的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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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统农业更加适合大多数青年人作为回乡创业的途径

由于这些传统农业具有投资小、规模适中，技术要求不高的特点，

更加适合青年人回到农村从事农业创业，给青年人作为主导者参与到

乡村振兴的事业中提供了机会和平台。

3.传统农业也给农村弱势群体提供了参与农业生产的机会

现代农业虽然生产规模大、效益高，但由于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

农村的一些老年人、妇女等很难参与其中。而由于大多数传统农业依

然保持着较为原生态的生产方式，如散养羊、土鸡等，技术要求不高、

人力投入不大，非常适合农村一些弱势群体参与，在合作社的组织下

通过改进技术和提高品质，能够产生稳定的收益，对稳定民生和促进

就业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五、真实故事

早阳镇寨垭村村民张家兴，今年 71 岁，家住陕西省安康市汉滨

区早阳镇寨垭村，家里有 4 口人，养羊已有 30 多年。原来养殖的数

量不多，品种属于杂羊，收入不高，以前一直是本村的贫困户。后来

在赵磊的帮助下参加合作社，并在 2023 年参加了国际农发基金项目，

现在共养殖陕南白山羊 40 多只，在合作社的技术指导下，羊的品质

比以前高很多，羊也不容易生病了，能获得较稳定的收入，年收入约

2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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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寨垭村村民张家兴（左）刚领到合作社发的羔羊

早阳镇大沟河村村民张亮，今年 35 岁，以前在南方酒店行业打

工多年。近几年受到赵磊的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在合作社的帮扶下

也开始从事陕南白山羊的养殖，去年共养殖 23 只羊。今年张亮又自

繁育羊羔 13 只，同时结合养鸡、种植蔬菜等，年收入预计可以达到

8万多元。由于有了合作社的技术指导和销售兜底，他认为养羊风险

较小，收入也比较稳定，和在外打工相比，还能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

提高了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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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村民张亮在放养白山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