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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格日模式”初体验
蒙蒙细雨中，宁秀乡拉格日村里一栋栋色彩艳丽的标准化

高效养殖基地格外显眼，为七月的草原平添了几分靓丽。养殖
场里，细心照料牲畜的牧民们有序地忙碌着，封闭的标准化饲
舍里，成群的藏系羊在畜棚内悠闲地吃着草料。

记者在观摩现场了解到，随着泽库县人口的不断增长，牲
畜数量逐渐增加，草畜矛盾日益突出，县委、县政府依照省委、
省政府建设生态文明先行区的战略部署，立足县情，提出了“生
态立县，有机富民强县”战略目标，大力推动了全县生态畜牧业
建设。尤其是宁秀乡拉格日村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以“股份
制改造，资源高度整合，生产结构调整，劳力按需分配，合作社
多元化发展”的措施为合作经营基础，大力发展草地生态有机
畜牧业，增加牧民收入，改善生态环境，为青南地区草地生态有
机畜牧业的发展积累了可供借鉴的尝试和经验。

拉格日村地势平坦宽阔，平均海拔 3500米，雨热同季，干
旱少雨，光照充足，无霜期短。该村下辖4个社，174户824人，
是一个纯牧业村，畜牧业是牧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拉格日村草
场总面积9.46万亩，耕地面积0.118万亩。2015年末，该村各类
牲畜存栏数 5264头只。在这样的生产生活条件下，广大牧民
长期过着游牧生活，观念保守，进取意识不强，只注重畜牧业发
展的数量，而忽略了对畜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加之草场植
被逐年退化，牲畜的繁活率、商品率低，小生产与市场化经济完
全脱节。为彻底解决拉格日村畜牧业生产的窘状，2011年，时
任该村二社的社长俄多利用全省牧区开始推行生态畜牧业专
业合作社的有利时机，在村民大会上大胆地提出组建合作社的
构想，通过两个月的逐户游说，村民们同意了俄多的构想。之
后，俄多顺利当选为拉格日村二社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合作社
成立初期，二社 36户 217人入户，整合 4000公顷夏季草场、74
头牦牛，实现了统一管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当年合作社入
户牧民分红21万。牧民们竖起大拇指连夸俄多是能人。

“拉格日模式”升级版
县政府县长更智才让向观摩团成员介绍，目前，合作社已由

当初的 36户 217人发展到现在的 162户 762人，占全村总人数
的92.5%；整合草场面积达8.1万亩，租用草场面积0.72万亩，站
可利用草场面积的93.1%；牲畜入股5264人头只，占全村存栏牛
羊总数的93.2%，入股资金达2381.7万元，呈现出牧民入社率、
资金入股率、资源整合率高的“三高”趋势。

合作社成立以来的5年，是合作社面临职能转变的重要时
期，也是合作社形成“拉格日模式”具有里程碑的5年。

据悉，5年里，在县委、县政府的不断引导下，在逐渐增加的
合作社入股股东的不懈努力下，这座远近闻名的贫困村终于脱
掉了贫穷的帽子，走上了一条“股份制改造，资源高度整合，生
产结构调整，劳力按需分配”的合作经营之路。

5年里，泽库县畜牧局为拉格日村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
量身定制发展计划及运行模式，以“能人带动，民主管理”为主，
鼓励大学生志愿者、大学生村官投身合作社的经营和发展；以

“项目扶持，技能培训”为辅，为合作社规范运营制定相关规章
制度，建立完善合作社《章程》，保障社员对合作社事务的知情
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全面完善合作社股份制改造。
截至目前，合作社共有股份47633.9股，折合人民币2381.7万
元。制定了合作社分配比例不低于可分配盈余的60%的制度，
确立合作社分红办法，初步探索出一条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
展的致富新思路。

5年里，为使拉格日村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得到全面发
展，该县畜牧局制定系统的帮扶产业链；建立健全了牛羊养殖
档案，牲畜疾病防控体系；推广良种繁育和科学高效养殖，实现

藏羊2年3胎、牦牛1年1胎技术的全面推广，2015年生产犊牛
510头；举办各类科学养殖、农机机械使用、疾病防控、养殖基
地消毒等培训；为合作社畜产品办理各类追溯认证及质量检
测；成立合作社财务代理中心，建立健全合作社档案，提高会计
核算水平。

泽库县县委书记张文生对拉格日村由过去“风吹草低见牛
羊”的荒芜到今天处处生机盎然的景象，感慨颇深。他说，拉格
日村的发展历程和变化充分证明“如果没有生态环境的持续关
注，“现代生态畜牧业”将是一句空话。

“拉格日模式”延伸版
这日，天空的阴霾和小雨始终没有停歇，但参加观摩的人

员一路认真看、仔细听，时而记录、时而拍照、时而询问，颇有一
番把在拉格日村所有看到的、听到的感触和景致都中饱私囊的
架势。

走过拉格日村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标准化高效养殖基
地的角角落落。记者不禁惊诧于它的产生为泽库县生态畜牧
业带来的连锁效应。

更智才让县长向前来观摩的省农牧厅厅长张黄元及各州
主管农牧的领导们高兴地说，草地生态畜牧业这条路我们能
走，也能走得通、走得好。

拉格日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成立5年了，2015年该村天
然草场产草量达225.6公斤／亩，比2010年成立初期增加21.4
公斤，提高了 10.5%。天然草场载畜量由 10.76亩／羊单位调
整为13.75亩／羊单位。

5年来，拉格日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及其他畜牧业合作
社的不断兴起和发展壮大，使草原生态环境有了明显好转，牧
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彻底的转变，致富奔小康的愿望更加迫
切；合作社统一开展技术服务、统一组织牲畜周转、统一开展商
品出售、统一组织饲草料耕种，使传统畜牧业向规模化、集约
化、科技化、现代化畜牧业发展，牧业生产能力显著提升；通过
生态畜牧业发展，拓展了二、三产业增收空间，牧民收入快速增
长。2015年末，全村牧民人均纯收入达8750元，其中合作社收
入就占5876.02元，比2010年增加6238元，牧民收入实现了翻
番；“拉格日模式”的不断完善，推进转变了畜牧业增长方式，促
进畜牧业从数量型向质量型、效益型转变；优良种畜比例和牛
羊出栏率又上新台阶。

看来，“拉格日模式”所带来的连锁效应是有目共睹的。随
着合作社的不断发展壮大，64个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在泽库这片
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星罗棋布。如今，该县的 64个村和 四乡三
镇一场一社区，实现了村村有合作社、乡乡有有机畜牧业养殖
基地，牧民们家家户户都成了有机畜牧业合作社这个大家庭的
成员。牧民们有了私家车，用上了三星、苹果等高档手机，住上
了和城里人一样的定居房，过着夏秋交替搬迁的生活，外出更
便捷了、打电话更方便了、笑容更舒展了。在记者眼里，就连悠
闲信步在蓝天下吃着草儿的牛羊和遍布在茫茫草地上的各式
花草都是面带笑容、绽放着奇光异彩。

“拉格日模式”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走现代化生态畜牧业
发展之路，必须坚持转变生产经营模式；党委和政府的正确引导
及业务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是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发展的关键；
调整产业结构，挖掘草地潜力多元发展，是生态畜牧业可持续发
展的方向；推动生产畜牧业发展，必须坚持用科学技术做保障。

一天的观摩结束了，无论是从拉格日到赛龙，还是从巴滩牧
场到黑牦牛帐篷草地生态民俗展示，留给大家更多的是对勇于
创新的草原儿女的无限崇敬。“拉格日模式”为泽库草原开辟了
一片新天地，为草原儿女奔小康打通了一条可行的致富路。

返程时，连绵不断的雨终于停歇了。远方，一道艳丽的彩
虹横跨天际，照亮了前行的路。

草原的夏季，鲜花遍野、芳草依依。成群牛羊，或漫游、或悠
闲的吃着草儿，安静祥和、其乐无穷。

7月25日，全省推进全国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建设现场
观摩会在美丽的大草原——泽库拉开帷幕。历经260余公里、6
个多小时的颠簸后，省农牧厅厅长张黄元，西宁市、海东市、六州
主管农牧副州长、全省各州县农牧局局长，共180余人到达泽库
县现场观摩地——宁秀乡拉格日村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

 



































新型种草播
种机与收割机。

传统手工牦牛毛纺线传统手工牦牛毛纺线。。

省农牧厅厅长张黄元与大家一起观摩拉格日村合作社省农牧厅厅长张黄元与大家一起观摩拉格日村合作社。。

认真仔细阅读“拉格日”模式经验材料。

体大膘肥体大膘肥、、标准化养殖的牦牛标准化养殖的牦牛。。

拉格日合作社养殖的藏系羊拉格日合作社养殖的藏系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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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奶酪酿制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