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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养驴第一镇》

内容概要

《东北养驴第一镇:辽宁省阜蒙县大巴镇的社会经济发展之路》介绍了大巴镇作为中国辽西半干旱地区
的一个乡镇，作为一个拥有关山辽墓群和敖包文化的乡镇，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迅速。在阜新市
经济转型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大巴人积极探索，走出了一条以肉驴产业、冰葡萄产业、
棚菜产业和花生产业为特色产业的经济社会发展之路，被誉为“东北养驴第一镇”。与此同时，大巴
镇还依托本地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大力发展旅游业，培育旅游市场，打造旅游品牌。另外，为了提
高农民收入，大巴镇还鼓励老百姓实施劳动力转移就业，并积极为他们创造条件。目前，肉驴产业、
冰葡萄产业、棚菜产业、花生产业、旅游业和劳动力转移就业已经成为大巴人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径。
展望未来，大巴人的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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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养驴不用整人工，在圈养的情况下，只要每天定时添足饲草，定时饮水，清理粪便
就完全可以了。养殖5头基础母驴，一年可得4个驴驹，驴养殖一年后出售，每头平均2700元，按母驴
保持原有成本，不增值计算，4头驴驹可收入10800元，一年的母驴饲养成本是400元，驴驹的饲养成
本300元（驴耐粗饲、秸秆、人工可不打钱），合计3200元，纯收入7600元。养殖一头种公驴，一年可
配种260头，每头50元，一年可收入13000元，除去饲养成本3000元，一年纯收入可达10000元，相当于
辽西地区25亩旱涝保收田的纯收入，如果按每户平均三口半人计算，一个养殖5头基础母驴的规模养殖
户仅养驴一项人均收人可达3000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正是由于以上三方面因素，大巴镇决意发展
肉驴养殖产业。这一想法得到了阜新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首肯，并表示要大力支持，同时，对大巴镇的
尝试寄予厚望，希望以大巴镇这块土地为实验室打造出阜新市的肉驴产业，从而为阜新的经济转型，
为辽西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二品种改良与品牌打造 养驴的主意拿定之后，大巴镇就积极对外
宣传，并走出去与使用驴产品的厂家洽谈。驴皮是制造阿胶的重要原料。因此，阜新市领导带领大巴
镇一行人去山东阿胶集团考察，阿胶集团对阜新的驴很感兴趣，也乐于合作，但当他们来到阜新大巴
实地考察之后，发现大巴本地土驴的驴皮质量和重量都不达标。这让大巴人认识到，若要发展肉驴产
业，必须首先解决品种的问题，否则，谈不上效益。实际上，老百姓早就自发地在进行着驴品种的改
良了。20世纪80年代初，有经济头脑的群众，自发地先后从山东引进德州种公驴、山西晋南种公驴，
与当地草驴（灰色毛驴）杂交，产下的毛驴与当地的品种比较个头大。养驴户也曾尝试饲养外地品种
的毛驴，但外地品种的毛驴存在对本地气候不适应。比如，德州驴个体大、皮张大、肉质鲜嫩、产肉
率高，一张皮就比本地土驴多卖50元，挂肉率也是当地土驴的l0倍多，但不耐寒冷，冬季可能被冻死
。无奈只能走杂交改良的道路。杂交毛驴逐渐显现出品种优势，发生了质的变化，逐渐形成了体形、
外貌和生产性能都独具特色的新品种，这实际上就是阜新关山驴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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