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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河崛起
白 鹅新产业

王善知

安徽省庐江县郭河镇是个农业大

镇，近年来，镇政府充分利用本地自然

资源，把发展白鹅养殖作为推动农民致

富的主要途径。在政府的引导和公司的

带动下，白鹅养殖规模逐年扩大， 到

2000年底，全镇已有 6500户养鹅，占

总户数的82%，饲养量达到60万只，人

均年增收200元。2000年郭河镇被县政

府列入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多经）项目之

一。白鹅在郭河的田野上唱响了希望之

歌。

立足镇情咬定鹅业不放松

养鹅能不能致富？这是发展养鹅业

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郭河镇境内满布

着水塘、 沟渠、丘陵，这些自然资源

为发展白鹅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

件，也孕育了郭河农民饲养白鹅的传

统习惯。然而，长期以来，农民饲养

一种叫四季鹅的老品种，且大部分以

自食为主，全镇每年出栏量也不过 10

万只左右，规模小，商品率低，经济

效益不明显。1996 年初，镇党委、政

府在分析镇情、 外出参观和广泛进行

市场调研论证的基础上，达成这样一

个共识：白鹅属食草型家禽，是肉类

绿色食品的佼佼者，具有广阔的发展

前景和市场潜力，应该作为一项支柱

产业来培育开发。于是，他们提出了

“以优化良种为前提，以发展大户为

重点，以产业链条为拉动” 的 “白鹅

富民兴镇” 战略。为此，郭河镇党

委、 政府建立了白鹅产业开发工作责

任制，由分管同志负总责，在编干部

分工包村，村干部包大户，将白鹅基

地建设、 技术指导、市场销售和经济

效益列入干部岗位责任制考核内容，

做到年初有目标， 年中有检查，年底

有兑现，扎扎实实把这项 “民心工

程” 办到民心上。自 1 9 9 6 年以来，

虽然镇党政班子换了几茬，但发展养

鹅业的决心不变，措施逐年深化，农

民也逐年增收。

转变观念 政策服务激发展

养鹅怎样才能发展成为燎原之势？

郭河人的体会是一靠政策， 二靠服

务。政策是导向，服务则使群众真正

放心并获益。为激励大户发展，镇政

府从多方面给予扶持，先后出台并落

实一系列鼓励发展白鹅生产的优惠政策

和措施。镇政府明确规定：凡年饲养

500只商品鹅或 100只种鹅户，免去该

户当年 3人份义务工，核减 1 亩承包田

水费；凡年饲养 300 只商品鹅或 50 只

种鹅户，免去该户 1 人份义务工，核

减 0.5 亩水费；对饲养种鹅户，镇政

府按每只 2 5 元先垫付资金，提供鹅

苗，然后在种蛋回收款中扣除。

从 1996 年到今年 7 月，郭河镇先

后批量引进 10 万多只辽宁昌图豁鹅和

四川大白鹅等良种，帮助养鹅户贷款

100多万元，培养 50 只以上的养鹅大

户近 510 户，全镇年出栏商品鹅 45 万

只左右，使 80% 以上的农户走上了养

鹅致富的道路。

推动农户养鹅还必须依靠优质的服

务。1996 年镇里投入 50万元建立了镇

畜禽服务公司，作为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为农户养鹅提供产前、 产中、 产

后服务。凡年饲养商品鹅 300 只以上

或种鹅 50只以上农户，可作为畜禽服

务公司的基地户，到今年 6月底公司已

吸纳了 280多个养鹅大户作为基地户。

为他们提供产前、 产中、 产后服务，

着力打造“公司 + 农户 + 基地 +市场”

的白鹅产业链条。公司在县、镇有关

职能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建立健全

“四包” 工作线，扩大辐射面，形成

点、线、面的大服务格局。一是包供

应鹅茁。公司负责向基地户提供良种

鹅苗，对资金困难的养鹅户采取 “先

取苗后付款”的办法，在收购成品鹅

款中扣除；对一次购鹅苗 1 00 只以上

者价格优惠 10%。二是包技术指导。

公司与镇畜牧站组成由 15 人参加的白

鹅养殖技术服务队，将《白鹅饲养技

术手册》印发到户，每月定期到基地

户服务5次，从鹅苗出壳注射疫苗到成

品鹅上市实行全程技术指导；每年召

开一次种鹅大户饲养经验座谈会，及时

总结经验教训，提高饲养技术水平；

对因技术指导失误而造成鹅苗或成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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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的，按当时的市场价给予赔偿；同

时，公司还邀请安徽农科院、 安徽农

科所和法国等国内外专家教授，不定

期对基地户进行技术培训。三是包收

购成鹅。公司与基地户签订合同，成

品鹅按每公斤保护价 6.4 元，种鹅按每

公斤保护价 6.8元包收购，如果市场价

高于保护价，一律随行就市。四是包

种蛋回收。公司按每枚受精蛋3元价格

回收，亦可兑换鹅苗。

加快白鹅生产业发展，保证青饲

料供应是关键。不同季节青饲料短缺

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养殖户，为解决这

个矛盾，1998 年公司在安徽省畜牧专

家的指导和县农业局、畜牧站的大力

支持下，从四川引进 “牛皮菜” 种

籽，利用冬闲田大面积种植；近两年

公司又先后引进了俄罗斯菜和鲁梅克期

1 号新型饲草品种。2000 年，该镇种

草养鹅实现新的飞跃。农民们利用荒

滩、荒水、 荒坡和房前屋后的沟、

渠、 塘埂等空闲地种植各种青饲料

5000多亩，基本上做到春有莴苣、苦

麻菜，夏秋有萝卜菜、 水葫芦、 水浮

莲，冬有牛皮菜、 黑麦草等，解决了

养鹅青饲料来源问题，降低了养鹅成

本，提高了鹅肉品质，增加了农民收

入，农民十分满意。

正是这些激励政策和优质服务，

使郭河镇的白鹅养殖以年均 40% 的增

长速度快速发展，养鹅业已成为支撑

郭河经济增长的一个亮点。

拓宽市场 壮大龙头增效益

郭河镇白鹅生产经过几年的探索和

努力，已经由点到面形成燎原之势。

但是镇里的畜禽服务公司由于产业化拉

动力薄弱，粗养粗卖，产品升值效益

不明显，仍然是制约 “白鹅富民兴

镇”的主要因素。为此，2 0 0 0 年 3

月，镇畜禽服务公司在镇党委、政府

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为改变郭河白

鹅加工相对滞后的现状，先后投资 180

万元，购买一个闲置的个体养鸡场场

房，并改造设计为年可宰杀商品鹅 30

万只的白鹅宰杀厂，新建一座容量为

36 吨的冷库，并对原孵化厂进行了技

术改造，还租赁 200 亩耕地种草，饲

养商品鹅 12000只、种鹅 3000只，兴

建了郭河白鹅回收市场。原公司更名

为 “乐河畜禽有限责任公司”，下辖

白鹅宰杀厂、孵化厂、 种鹅场和白鹅

回收市场。新公司初步实现了 “孵

化、饲养、 回收、 加工、 销售”的

良性循环，解决了养鹅户想办而又难

以办成的事情。

如何让白鹅升值？销售人员从广州

市场反馈信息说，一只 3 公斤的成品

鹅，经过“化整为零”加工上市，一个

鹅头能卖 2元，一副鹅翅能卖 5元，一

副鹅爪、鹅腿能卖 5元，一个鹅肫能卖

6 元，鹅肝、鹅肠各卖 3 元，鹅筒值 9

元，再加上鹅毛、鹅血可在本地卖 4.5

元，合计收入 37.5元。而一只3公斤的

成品鹅，在当地出售整鹅最多卖20元左

右，经过“化整为零”
，

加工上市比出售

整鹅要高出17.5元，这样，除去饲养和

加工等成本外，一只白鹅可纯赚13元左

右。乐河畜禽有限责任公司因此以上

海、广州、深圳等沿海城市需求为导

向，将白鹅“化整为零”批量销售，备

受餐饮经营者和消费者欢迎。一年来，

乐河公司累计向养鹅户提供鹅苗 50 多

万只，收购并加工销售商品鹅 30 多万

只，创利润100多万元，“乐河”成为撬

动郭河白鹅生产发展的新的 “支点”。
（作者单位： 安徽省庐江县郭河镇

财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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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陆市 从 “收 支管”

三 个环节抓源头治腐败

2 0 0 1 年， 湖北省安陆市从

‘收、支、管”三个环节入手，大力实

施源头治理腐败工程，成效显著。在

‘收”上，认真落实 “收支两条线”，

对收费全部实行财政直接征收，对20

家重点企业收费由财政统一对外征

收，并会同市纪委对44个执罚单位的
201 项收费情况进行了集中检查。半

年来，缴入财政专户的预算外资金共
1 7 0 1 .4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0.3%，清理出违纪收费单位6个，涉

及违规收费 47.6万元。在 “支”上，

按照 “强化管理、 规范运作、 循序渐

进、 力拓规模”的工作思路，严格遵

循 “公开、 公正、公平、效益”的原

则，大力推行政府采购制度，上半

年，共对货物、 工程、 服务三大项目

实行政府采购 107批次，完成政府采

购额431.7万元，节约资金43.2万元，

资金节约率 10% ，取得了较好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在 “管” 上，推行

会计委派制，继续加强对委派会计的

后续管理，深入开展《会计法》执行

情况检查，加强会计基础工作管理，

搞好会计后续教育，为会计工作培养

合格人才。在乡镇推行零户统管，改

变过去资金一手进、 一手出的现状，

大力实施综合财政预算，严格控制支

出，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

（姜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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