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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场户 挂钩  

繁育红牛效果好

张宝安

河南省鲁山县红牛场是1958年建立的，1981年被

省畜牧部门正式定为繁育推广郏 县 红 牛的良种繁殖

场。由于经营单一，加之红牛繁育成本较高，从建场

到1983年，连续26年亏损。仅1980年至1983年就亏损

11.6万元.1984年10月，该场在财政部门 和主管部门

的支持下，锐意改革，放牛进村，实行场户挂钩办法

繁育红牛，并在放牛进村后因地制宜地开展了一些工

副业生产项目，当年就扭转了亏损.1985年实现盈利

1.2万元。使一个濒临 绝境的 种畜场出现了 新的生

机。

鲁山县红牛场实行场户挂钩育牛的具体做法是：

根据山区特点，选择草地资源充足，群众居住比较集

中，并有养牛积极性的村庄，将红牛统一作价后，分

给有经验的农民饲养（每户一至两头），并通过公证

部门与养牛户签定联合育种合同。按照合同规定，红

牛由饲养户饲养、使用，但不得随意调换、出售或转

让，所有权归场方；养牛所需饲料饲草、工具用具、

牛舍修建和工资报酬由饲 养 户 负 担；对两岁以上的

牛，不计增值也不计减值，两岁以内的小牛的增值和

新生牛犊满两岁（或合同期满）的 价值，由场、户、

村民委员会组成评估小组，聘请牲畜交易员，按市场

行情评价，其增值部分由场方和养牛户按比例分成：
红牛生病，需到场方设在养牛村的门诊部治疗，医疗

费由场、户各负担一半。为保证红牛提纯复壮，红牛

场除了对户养牛实行免费配种外，还派一名副场长和

技术员、兽医员随牛驻村，负责红牛选种育种、饲养

管理的技术指导和疫病防治工作。

鲁山县红牛场放牛进村的时间虽然只有一 年多，

但已显示出以下几点好处：

（一）投入少产出多，促进了养 牛事业的发展。

红牛在饲养场大槽饲养时，饲草单一，运 动量不足，

造成新生牛犊发育不良，生长缓慢。同时，饲草饲料

多数靠外购，育种成本高，经 济效 益 低。红牛进村

后，改变了饲养方式，由大槽喂养改 为放牧喂养，运

动量增大，草料营养丰富，加上群众 精心饲养，仔牛

成活率由原来的61.7% 提 高 到94.7% ，基本牛群（不

包括两岁以下的小牛）由进村时的38头上升到1985年

底的63头，增加了65% 。同时，由场支付的养牛费用

则大幅度下降。据统计，1985年节 减草料、水电、工

资等养牛支出近 2 万元，疫病 防治费 也由1984年的

2，500元减少到600元，减少了76%。

（二）促进了红牛场多种经营 活 动的开展。红牛

场有800亩土地，60多名职工，原来 除 了养 牛就是种

田，没有工副业生产项目。红牛进村后，红牛场在有

关部门的支持下，因地制宜地办起了一座小型机制砖

厂和一个牛肉罐头加工厂，当年建厂 当年收效。既解

决了剩余劳力的就业问题，又增加了场的经 济收入。

（三）为农民提供了致富门路。红牛 进村，不仅

给群众解决了畜力不足的困难，而且为群众提供了一

条致富门路。熊背乡农民康志民1985年承包饲 养的小

牛价值300元，年底估价为1，050元，增值部分可 分成

525元。农民林其昌饲养的母牛生个牛犊，喂 养 一年

估价850元，个人可分成595元。养牛村群众称赞说：

红牛场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致富的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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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召开财政工作会议

北京市财政工作会议于1986年 8 月21日至27日召

开。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贯彻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精

神，部署增收节支的措施。市委书记李锡铭、市委常

委陈元、副市长韩伯平、张健民分别到会作了重要讲

话。会议提出了北京市增收节支的措施：（一）以改

革为中心，狠抓经济效益，努力 增 加生产，增 加收

入；（二）严格控制支出，对基建规模要严格控制，

在国家下达的计划之内，要压缩行政事业费，严格控

制增加编制和新增机构，纠正花钱大手大脚、铺张浪

费的现象；（三）各区、县财政要做到收支自求平衡，

并有一定的结余；（四）要把中央分配给本市的财政收

入奋斗目标和支出控制指标全部落实 到各 部门、各

区、县，争取做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五）严肃财

经纪律，第四季度要开展税收、财务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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