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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农村强农惠农政策性林下鸡养殖模式及管理意见
宋启文

凯里市凯棠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中国·贵州 凯里

林下鸡养殖越来越受消费者喜欢，提高肉鸡质量，发展绿色健康产品尤为关键。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农业产业高质量发
展，推进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建设是农业现代化必要因素。论文分析农村强农惠农政策性林下鸡养殖模式面临的
问题，提出相应管理意见、对策，为开展农村基层工作的一线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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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据了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优质林下鸡

迎来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大力发展林下鸡产业是促农增收

的好途径，常见的强农惠农政策是通过发放鸡苗（脱温鸡）

给农户，或提供一定资金帮助，扶持建立基础设施完善的养

殖基地，通过“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的方式，根据双方

投入多少，按照分红比例给予报酬，发挥农村“三变”改革

的效用，让更多农户分享红利。

2 农村政策性林下鸡养殖模式

2.1 按照小单位分散养殖
通过村两委摸底排查，优先选择有能力、有意向、有

设施（鸡圈、林地、水源等）的农户作为鸡苗补助发放对象，

通常是 1 个村选择 15 户农户左右，养殖鸡 100~200 只，分

成辖区若干小单位分区饲养，确保养的活、质量高、效益大。

做好跟踪服务，约束农户做好生产投产工作，与其签订责任

书，确保饲养优质林下鸡 6 个月以上，出栏时按照发放鸡苗

市场保底价回收，鸡苗费用从收购价格扣除，并安排每村一

名技术服务人员做好饲养管理、疫病防控等方面指导，有效

保障农民权益。

2.2 按照大单位集中养殖
通过实地调研，邀请专家审核大户养殖环境、饲养技术、

配套设施等情况，结合历年该养殖户的表现，选择辖区 1~3

家有能力、有条件的大户作为集中养殖地点。养殖规模控制

在 5000~10000 羽，与该农户签订相关协议，确保鸡苗成活

率及按要求完成分红。可根据村委会实际情况，企业、合作

社、农户按照一定比例进行分红，原则大户每年给与总投入

资金 5.5% 比例给实施主体，合作期为 10 年，收回成本后

进入下一轮合作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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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建设基础设施统一饲养
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因地制宜、科学布局。

效益优先、务实求效。”的原则，结合地方发展需要及总体

规划，申请实施林下鸡养殖建设项目，通过专家实地审核，

按照有关程序申请获批后，通过招投标（询价）的方式，引

进施工方，分期修建圈舍、生产道路、蓄水池、集粪棚、化

尸池、管理用房等基础设施。项目以“辖区工贸公司 + 村

集体经济公司 + 龙头企业 + 农户”方式实施，委托辖区工

贸公司与企业进行合作管理，修建的基础设施用于出租，通

过招商引资引进龙头企业进行经营管理，企业投入鸡苗、技

术服务、销售服务，风险共担，原则按照总投入资金 5.5%

每年进行分红，合作期限 10 年。同时，为约束企业履行合

同协议，企业需要提供一定保证金或资产作为担保，便于项

目顺利实施 [1]。

3 综合效益分析

3.1 经济效益
集中养殖按 10000 羽鸡计算，鸡 180d 出栏（含脱温

30d），每公斤 36 元以上，出栏每羽鸡均重为 2kg 左右，

10000 羽按脱温鸡苗成活率为 95% 计算，年可销售林下鸡

9500 羽，销售收入可达到 9500 羽 ×2kg×36 元 =68.4 万元。

扣除饲料成本 10000 羽 ×0.2 元 ×180d=36 万元；鸡苗成本

12 万元（鸡苗价格 12 元 / 只）；人工成本 4 人 6 万元；其

他（防疫、水、电等）0.5 万元。经预算总计获利 13.9 万元，

因此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3.2 社会效益
利用油茶、菩提等经济林地，配套养殖林下鸡，解决

用地紧张、除草、增肥、除虫等问题，提高了经济附加值。

林下鸡养殖可自由采食杂草、捕食昆虫在土壤中获得自身所

需的矿物元素和其他一些营养物质，不仅降低了养殖成本，

提高了肉鸡品质，而且有利于果园、苗圃的除虫、灭虫，达

到保护林果、软化土地、节约种植、管理成本增加林果经济

收入的目的。鸡粪是很好的有机肥，山林、果园等林地养鸡

后可减少其他肥料的用量，提高林果、蔬菜等农产品的品质，

减少鸡粪对环境的污染，形成良性生态循环。

3.3 生态效益
鸡肉有丰富的蛋白质，养殖适量的林下鸡，扩增辖区

禽类产品的总量，改善人们的肉食结构，满足市场的需求，

对增强全社会体质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林间放养肉鸡有

利于疏松林地和林木生长，因此，适度规模发展林下鸡养殖

具有一定生态效益。

4 存在的问题及困难

4.1 散户养殖标准化及规模化程度低
农户分散养殖涉及户数多，每个农户素质不一，饲养

水平差差不齐，部分人员没有按照统一技术指导养殖，具有

随意性。散户养殖环境相对比较简单，未按照要求进行集中

免疫，未按要求打扫卫生，养殖的林下鸡虽然活动性强，白

天到处外出采食，但个别少量死亡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散

户饲养为了减少成本，在投料时简单投放玉米、南瓜等，管

理粗放，营养结构单一。饲养周期长，免去劳动成本，只能

增加农户部分收入，未形成规范化养殖 [2]。

4.2 市场波动大价格不稳
近期企业（大户）集中养殖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饲

料价格不断上涨，玉米价格从 1.8 元 /kg 涨到 3.6 元 /kg，但

是出售鸡的价格保持不变，无形中增加了养殖成本，资金无

法周转导致养殖失败；二是受新冠疫情影响，政策性控制禁

止活禽销售，导致养殖时间延长，饲养成本增加，价格没有

优势，为了批量销售反而降低出栏价格，加之黄羽肉鸡市场

冲击，“白宰鸡”市场不受消费者喜欢等因素，集中饲养“同

进同出”难，没有竞争优势。

4.3 圈舍建设功能的局限性
集中养殖新修建圈舍样式不一，管理方法各具特色。

一类是建设 15m2 为一个独立圈舍，材料由钢架、铁丝网、

遮阳铁皮等组成（半封闭式），1 个养殖区可由 100 个网格

形式独立小圈舍分散布局。这类圈舍充分利用油茶、经济林

等资源优势，但冬天防寒能力差、投料不方便、不易管理；

另一类是按照传统模式修建的水泥砖混圈舍，屋顶一般呈

“半山”式，这类圈舍防寒保暖效果好，一般一个小养殖区

建设 6 栋左右，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粪便、污水不易清理，空

气流通性差，容易滋生细菌 [3]。

5 林下鸡养殖管理意见

根据农户日常管理情况，现结合实际，对林下鸡产业

疫情防控、消毒、购苗等提出如下意见。

5.1 选好场址
选择通风、向阳、干燥、排水条件良好，有充足的水源，

便于处理粪污，饮用水清洁卫生，夏天不干旱，冬天不凝冻，

交通和防疫条件都符合要求的场地。总体布局上，鸡场内要

设置生活区、生产区、隔离区、消毒区、无害化处理区等。

生产区内的饲料房、兽医室、兽药房等应干净、整洁，能防潮、

防鼠等。鸡场出入口，设车辆消毒池，人员封闭消毒通道，

保证进出车辆及人员消毒。确保养殖场的生物安全。

5.2 建好鸡舍
鸡舍可建造在周围林木（阔叶林、竹林、灌木丛、果园、

草山草坡、松林等）生长良好的地方，用竹、木、薄膜、钢

管、彩钢夹心板、塑料扣板等材料搭建牢固、能遮风挡雨、

防寒保暖，鸡舍内要设网面，减少鸡与粪污接触，减少鸡生

病风险，网面高出地面 50~60cm，便于清粪，两个棚舍之间

的距离要大于 7m 或根据实际地形设置。

5.3 选对品种
选择适应性强、抗病力优、肉质好、口感佳、受市场欢迎、

经济价值高的本地土鸡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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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做好管理

放养前的准备工作
一是场地清理和消毒。鸡群进入饲养生产区前，要对

鸡舍、棚架、林地和饲养工具料桶、饮水器等进行全面清理

和消毒两次以上，可用含碱、氯、碘、醛等制剂消毒药品交

替使用，严格按要求进行全面消毒。

二是养殖规模、密度。按照地形、面积等确定放养规

模，一般每亩地放养 50~100只鸡，每群不超过 800~1000只，

按每 30 只鸡配 1 只料桶和 1 个饮水器，放在鸡活动的地方。

三是购进鸡苗应从正规养殖企业（有动物防疫条件合

格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工商注册登记证等）饲养到

30~40d 的脱温鸡，按照免疫程序查看免疫记录，要求同批

次鸡养殖全进全出，尽量避免与其他动物混养。鸡苗经调出

地县级以上，地方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对产品检疫合格后，开

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必要时还需出具当地县级以上动物疫

病预防控制机构禽流感检测报告。鸡苗引进后需向当地动物

卫生监督机构进行落地报检 [4]。

放养日常管理工作
一是每天定时、定点、定量饲喂，分早、晚两次，饲

喂应放在鸡棚外，下雨天除外。饲喂时可吹哨或敲盆等方法

吸引鸡群注意，训练鸡形成喂食的条件反射，中午可让鸡主

动到野外采食虫、草等，增加饲料来源，增强运动。

二是每次喂料喂水前注意观察鸡的采食情况、排粪状

况、精神状态等，发现不食、粪便异常、羽毛蓬松的鸡应及

时隔离、治疗。针对病因和临床症状，如发生的是传染性疾

病，应在整个鸡群的日粮或饮水中加入相对应的防治药品，

提早防治，可防止疫病传播。

三是搞好清洁卫生，每天应清洗料桶、饮水器，防

止粪便污染，造成患病鸡与健康鸡交叉感染。同时每周

对鸡舍和周围环境进行一次定期消毒，对病死鸡做无害化

处理。

四是合理轮牧放养，采取就地分区转场轮牧，将林地

用围网隔开，逐区采食、轮回放牧，每小区放养 10~15天为宜。

分区转场轮牧一方面有利于轮空区林地杂草恢复，保证鸡群

经常有虫吃，降低养殖成本；另一方面便于对轮空区清理消

毒，林地得到净化，有效避免鸡群再被感染，也有利于保护

和合理利用生态。

疫病防控工作
一是把好防疫关，坚持“预防为主，防重于治”的原则，

制定科学合理的免疫程序，按照日龄及时免疫疫苗，购买疫

苗一定要到正规厂家购买或使用政府采购的重大动物疫病

疫苗。疫苗的保藏、运输和使用严格按照说明书规定的温度

条件、使用方法和途径接种执行。

二是药物预防。可适当应用中药组方作为鸡的日常保

健，增强鸡群自身抵抗力，对新城疫、禽流感、传染性支气

管炎等病毒病和大肠杆菌病、鸡白痢、禽霍乱等细菌病都有

很好的抗感染能力。

三是定期驱虫。鸡群在放养中长期与地面接触，在采

食时很易吃进寄生虫的虫卵、幼虫和苍蝇、蚂蚱等寄生虫的

中间宿主，因而放养鸡更易患线虫病和绦虫病等，必须定期

驱虫。放养 20~30d 后，进行驱虫 1 次，以后每隔 1 个月左

右驱虫1次，驱虫药可选用丙硫咪唑、左旋咪唑、伊维菌素等，

晚上在鸡群回舍补料时用药物拌料饲喂。驱虫药一定要和饲

料搅拌均匀。

6 结语

发挥强农惠农政策，推进林下鸡产业健康发展，笔者

认为，不同区域要因地制宜适当发展，应该根据市场需求、

规律，定位产业发展方向。应当做好农业产业发展“八要素”，

即产业选择、培训农民、技术服务、资金筹措、组织形式、

产销对接、利益联结、基层党建。针对已建的林下鸡产业，

要找准问题，拟定可行解决方案，根据市场方向，通过招商

引资入驻有实力的“龙头企业”，引进先进管理技术、养殖

技术、专业人才等，解决销售难、管理难等问题，发挥地方

资源优势，用足用好惠民政策农业保险、建设补助等，打造

地方品牌林下鸡，推进农业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健康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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