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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藏农区饲草生产技术研究》包括了西藏农区饲草料生产区划与作物类型、适宜西藏农区的饲
草料作物品种、西藏农区饲草料作物生产模式研究、西藏农区人工草地与饲草种植技术、西藏农区粮
草复合种植技术、西藏农区饲草的加工与贮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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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西藏市场发育程度低，农产品市场更低，在许多农牧区依旧是传统的易物交换阶段。
西藏农户是典型的农牧结合型，农区基本上每家每户都饲喂了数量不等的牛、羊、猪、马、驴等牲畜
，种植饲草不但可解决饲草产品的出路问题，同时种植饲草还具有投入少、种植管理简单、贮藏方便
、市场前景好等诸多优势，种草养畜还不受交通的限制，未来必将成为西藏农民增收的主要方式。
　　二、生产者主观因素限制　　西藏农牧业和农牧区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牧民，整体农民素质
偏低。
　　1.观念限制西藏农业如果只靠政府的投入、政策的引导和对内地现代体制模式的借鉴，农村的现
代化建设是难以真正深入而持久的。
西藏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呼唤着农民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作出相应的根本性
转变。
农民收入自身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是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
凡是经济贫困的地方，那里的农民思想观念都相对落后。
　　就农区饲草生产而言，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观念限制：　　一是对饲草作物高产高效栽培不重视
。
许多时期和地方，饲草作物没有当成作物来精耕细作。
大多数情况下农民舍不得良田种植饲草作物。
　　二是对家畜营养不良的认识不足。
许多农民饲养家畜，对饲草料营养价值和营养配比等方面的知识缺乏，进而导致不重视优质饲草料作
物的高产高效栽培。
　　三是农牧业推广技术人员对农户的种草养畜技术推广与普及力度不足，使得农牧民难以掌握优质
饲草料生产与加工技术。
　　当前，西藏不少农民身上存在的消极落后观念依然比较突出。
这些也是饲草料作物难以很快发展的限制因素。
主要表现为：　　一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
农民习惯于传统的种植方式和种植习惯，每年局限于青稞、小麦、油菜，虽然也种些马铃薯、豌豆、
蔬菜、玉米等多种作物，养有牛、羊、鸡多样牲畜，但都成不了规模，依然停留在农区不愿卖粮、牧
区不愿卖畜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
封建迷信、陈规陋俗还束缚着农牧区的经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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