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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北农牧区的生计改良项目 

迪麻洛项目计划报告 

执笔：安迪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项目顾问） 

2003．5．15 
 
 
本报告概括： 
2003 年 4 月 20 日至 5 月 8 日，研究会和贡山县畜牧局的人员以及迪麻洛村民一起

进行了为期 2 个星期的实地调查。调查发现了 3 个主要问题：牲畜疾病的预防及防

治带后、冬春天的饲料不足以及高山牧场退化。经过与部分个体农户、村委会以及

县畜牧局的协商，针对这些问题已提出了三个层面的措施：个体农户的试验（饲料

及预防方面为多）、村民小组和村委会必须制定的管理办法（如村规民约）以及研究

会和县畜牧局能做的事。上述三个层面的行动计划以及后续的监测评估是本报告的

主要内容。关于迪麻洛的详细情况见项目报告 1。 
 
 
1．项目构思 
 
 
 
 
 
 
 
 
 
 
 
 
 
 
 
 
 

图 1：本项目的总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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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工作前，研究会提出来的干预途径被确定为[见图 1]：1. 识别问题；2. 寻找可

能的解决办法（包括外来技术、本地技术以及组织机制上的创新）；3. 试验；4. 评
估：若成功就可进入推广，但因推广意味着原由的技术推广到新的农户或村子，其

情况有所不同，因此可视为新的试验阶段；若不成功，要找原因，因此又进入了问

题识别阶段。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循环希望能够针对当地生产生活中存在的问题逐

渐找出适宜的解决办法。经过调查，我们认为小规模试验比较符合村民承受风险的

条件。 
 
2003 年 4-5 月，本次调查工作的目的是找出迪麻洛村生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且

识别农户自己感兴趣试验的解决办法，包括外来技术和当地（乡土）技术。根据调

查的初步结果，制定了下述工作计划。 
 
2．2003-4 年工作计划 
 
本项目将支持的行动包括 3 个层面：个体农户的试验活动[2.1]、村民小组和村委会

将采取的措施[2.2]以及县畜牧局[2.3]和研究会[2.4]的硬、软件支持。 
 
2．1 农户试验 
在调查过程中，部分农户对冬春季饲料、牧场退化和牲畜疾病防治表示积极感兴趣，

因此和他们直接商量了相关的试验计划。 
种草：总共有 23 户农户参加不同的种草试验，其中要求中三叶草的有 4 户（全为

白汉的），在高山牧场上种草的有 3 户（白汉 2 户、从尼 1 户）；其余为种能够解决

冬春天的饲料问题的其他‘外来草’，由研究会在省有关机构咨询后提供。另外还有

3 个农户表示感兴趣采集本地草种为今后的种植活动提供籽种。 
青贮饲料：虽然迪麻洛以前试验过该技术但多数因不同原因不成功。本项目将（1）
从改善青贮窖的设计和（2）改善技术支持两个角度重新试验。 
土大黄：土大黄是斯瓦龙巴牧场的主要害草之一，影响着有效草场面积。部分老百

姓感兴趣寻找治理办法。 
 
参加试验农户的试验内容如下： 
 
表 1：农户试验概况 
 白汉 才当 龙坡 普它 从尼 汪期汪 
疾病防治 1 - 1 1   
种草 6 6 4 7 1  
青贮饲料 1 4 1 4   
控 制 土 大

黄 
3 1   1  

照相 1 1    1 
农户总数 8 7 4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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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民小组的详细计划如下： 
 
表 2：白汉小组试验农户计划 
人名 做什么 地点 什么时候 一定要做到的事

梁小林 鸡病的预防和治疗 家里 03 年 5 月 1 日 按时定量预防 
熊志平 砍掉土大黄、再种三叶草、

用围栏围起（竞争实验）

齐 藏 栋 牧 场

（3X3） 
03 年 6 月 1-2 日 两种处理办法，

观察实验效果 
熊文化 三叶草+其它草种、围栏 佳保当（房子边）

（3X3）X 2 
03 年 6 月 1 日 好好看、好好管

理 
赵玉华 挖土大黄+种三叶草+盖

一小点地膜 
房 子 边 自 留 地

（3X3） 
03 年 5 月 25 日 定期拔掉土大黄 

梁杰昌 除草剂除去土大黄（围栏） 目 自 新 牧 场

（3X3） 
03 年 5 月 22 日 围栏、用除草剂

的注意事项 
沈杰华 青贮饲料（水泥窖） 家里（2X1X1） 03 年 8 月建窖 

03年 9-10 月装原

料 

窖一定要修好，

不能透气、漏水，

取料时小心防止

漏气，不能腐烂 
阿妹 种三叶草 家旁边自留地   
罗书明 1．挖土大黄（围栏） 达拉登牧场 03年 5月 20日以

后 
挖 土 大 黄 得 彻

底，围栏 
 2．围栏达拉登一小快、秋

天收种 
达拉登牧场 03年 5月 20日以

后 
 

 3．挖土大黄，种草 达拉登牧场 03年 5月 20日以

后 
 

 
表 3：才当小组农户试验计划 

人名 做什么 地点 
肖文生 1．青贮饲料（水泥窖；2X2X1） 家旁 
 2．种草（3X3） 家旁 
彭恩光 1．青贮饲料（水泥窖；2X2X1） 家旁 
阿瓦 1．青贮饲料（水泥窖；1X1X1） 家旁 
 2．种草 东攻牧场 
 3．挖土大黄（3X3） 东攻牧场 
陈国华 1．青贮饲料（水泥窖；1X1X1） 家旁 
罗积全 种草（3X3） 东攻牧场 
熊文高 种草（3X3） 东攻牧场 
彭国忠 种草（3X3） 东攻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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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龙坡小组农户试验计划 
人名 做什么 地点 

熊平 打掉蕨菜种草 村旁 
熊士军 1．打掉蕨菜种草 1．村旁 
 2．种草 2．耕地 
 3．预防土办法试验  
李新文 1．打掉蕨菜种草 村旁 
 2．青贮饲料 家里 
 3．种蔓菁萝卜（围栏） 耕地 
孔学军 1．打掉蕨菜种草 村旁 
 
表 5：普它小组农户试验计划： 

人名 做什么 地点 
熊春光 1．打掉蕨菜种草 1．村旁 
 2．挖土大黄种草 2．新科牧场 
 3．青贮饲料 3．家里 
 4．种蔓菁萝卜（围栏） 4．耕地 
郭春华 1．打掉蕨菜种草 1．村旁 
 2．青贮饲料 2．家里 
 3．种蔓菁萝卜（围栏） 3．耕地 
李平 1．打掉蕨菜种草 1．村旁 
 2．青贮饲料 2．家里 
阿洛和梁忠荣 1．打掉蕨菜种草 1．村旁 
 2．挖土大黄 2．新科牧场 
虎晓光 1．种草 1．耕地 
 2．挖土大黄种草 2．新科牧场 
 3．种蔓菁萝卜（围栏） 3．耕地 
虎正江 1．青贮饲料 1．家里 
 2．种草 2．耕地 
 
 
2．2 村委会将采取的措施 
部分问题只能通过村民的集体行动才能解决。（1）斯瓦龙巴牧场退化的部分原因在

于过去部分牧民的不合理放牧方式。制止此类行为、制定合理的轮牧方式必须靠牧

民自己的管理措施。（2）村民认为牲口传染病的 3 个主要传染途径当中的 2 个传染

途径属于牧民自己的不合理行为造成的，因此只能靠村民自己的制约措施来制止。

（3）因政府不发社防疫员的工资而社又不发他的补助所以两者都不好管理社防疫员

的行为。因此村民自己提出要求每个社重新选得力的防疫员并讨论相应的管理办法。

（见表 6）。研究会将监测村民采取的办法的效果并且如有必要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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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村民要讨论的问题 
斯瓦龙巴牧场管理 控制传染源村规民约 防疫人员 
开发斗木下牧场的计划和预算 
开发后，对撕哇龙巴牧场的恢

复计划 
7 月份，虎主任负责勘测、编

写报告 

5 月 11 日，虎主任组织村民小

组组长讨论 
村民民族选举，重新选防疫员

10 月低选，随后虎主任将名单

报到研究会和兽医站 

 
2．3 县畜牧局 
5 月 6-7 日参加调查的人员向县畜牧局领导和部分技术人员汇报了本次调查的结果，

并特别交谈了关于村民对该部门的要求以及需要他们的技术或行政支持才能做得到

的事。1 和 4 必须等到 5 已经落实了，应该在 2003 年之内。另外 2 可能需要另外申

请资金。 
 
表 7：已汇报给县畜牧局的问题 
牲畜疾病防治 冬春饲料 牧场退化 
1. 疫苗和药品的供应 
2. 基本设备的配置 
3. 技术支持（培训） 
4. 食品检疫员 
5.专职兽医员 

6. 青贮饲料窖修建及使用技

术人员支持（培训） 
7. 草中选择 
8. 饲草种植的技术员 
9. 与村委会合作制定斗木下

牧场开发计划 

 
 
2．4 研究会的工作计划 
根据以上几次讨论，以及自身的条件，研究会在村公所开会和与畜牧局交谈时，表

示愿意支持以下方面的工作。 
 
牲口疾病防治 牧场管理 冬春饲料 其他 
1．村民拍照、制作疾

病科普宣传材料 
4．提供草种 6．提供草种 10．8 月份到中甸考察

2．预防员的培训 5．提供专家咨询 7．提供青贮饲料的水

泥投资 
 

3．与省里联系设备  8．联络技术支持  
  9．与畜牧局合作拍录

象、制作 VCD 
 

 
1．村民照相、制作疾病科普宣传材料：针对（1）全村兽医人员不足而且许多村民

不知道牲畜生病后该用什么药；（2）村里和牧场上牲口死亡后乱丢造成疾病传染较

普遍的现象，研究会与村兽医以及 3 个牧民协商如下：由研究会提供照相机，从 5
月底到年底村民见到牲口疾病的不同症状或造成疾病传染的行为等，由他们拍照记

录；年底，村民、技术人员和研究会的人员共同商量制作通俗易懂的传染预防和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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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治疗宣传册和海报，从而提高村民的科学知识和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已经与相关

人员商量了，1 卷 36 张照卷里 28 张必须用于相关的照片，剩余几张允许拍照的人

员自用。迪麻洛协调员（阿洛）负责照卷的发放、收集、送到昆明冲洗等工作。参

加拍照的有：包罗（村兽医）、阿洛（协调员）、熊文化和肖文生。 
 
2．预防员培训：2003 年 10 月底，村委会将组织各村民小组重新选社防疫员，选较

得力的、负责任的、自家也有牲口的、夏季在牧场上的村民，并且讨论社里对该人

员的监督办法。根据报上来的名单，研究会将与县畜牧局技术人员合作进行培训需

求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提供起码一次技术培训，保证 2004 年春防的人员和技术到

位。 
 
3．防疫设备：人员、管理办法和技术落实了后，为避免疫苗发放后失效，必须提供

疫苗箱和注射器，设备由村里统一管理。 
 
4、5．牧场管理：斯瓦龙巴牧场退化问题主要由村委会负责制定新的牧场管理办法。

但根据村委会的意愿，研究会表示愿意支持，譬如通过提供外来草种、培训当地人

收集本地草种以及联络有关专家（如土大黄专家、草场生态专家等）。 
 
6．提供冬季草种：冬春饲料不足是许多村民关注的问题。研究会将提供外来草种，

支持部分村民进行适应性试验。 
 
7、8、9．青贮饲料：迪麻洛曾经试验过青贮饲料技术，但多数不成功。虽然如此，

但许多村民还是认为该技术要是能够成功的话，将对牲口的健康和生产力有显著的

贡献。因此，经过与畜牧局人员的协商，研究会将支持部分农户建（空心砖或石头、

水泥）青贮窖；青贮窖的设计按试验村民的要求修建而经过培训料的处理严格按技

术要求操作。同时，研究会将支持县畜牧局用拍录象、制作 VCD 作为培训、推广

手段。 
 
10．到中甸考察：本项目的另外一个项目点在中甸。中甸已有多年高山牧场人工草

场种植和青贮饲料等方面的经验因此迪麻洛项目点的村民以及县技术人员应该会觉

得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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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在迪麻洛的具体工作计划如下： 
 
时间 干什么 谁负责 备注 
5 月 10 日前 买鸡的预防药 

送给梁小林 
申、安迪已购买 
阿洛已送到 

 

5 月 20 日以前 咨询省草场站专家 
购买草种 

申、谢（5 月 14 日） 与县畜牧局联系咨询

适宜的草种 
 准备 

- 实验农户协议 
- 种草注意事项 
- 检测表格 
- 照相机、阿洛的镜

头、胶卷 

安迪  
 
种草注意事项应包括

化肥的使用 

 阿洛的任务书 安迪、许  
 了解土大黄和除草剂

的可能性 
申  

 买货、准备注意事项、

用法、检测表格（时间、

用量、浓度、变化） 

申  

 将草种、照相机、除草

剂等送到迪麻洛 
申、宋（后改为安迪）  

7 月份 在研究会召开前期工

作汇报会 
安、宋、谢 请省畜牧局有关人员

参加 
8 月底以前 建设青贮饲料窖（水

泥、塑料布） 
宋；畜牧局 - 需与畜牧局协调 

- 自身的技术要求 
- 保障老百姓的要

求 
 拍摄现场操作过程、说

明、编辑、制作 VCD
吕宾、畜牧局  

8 月 到中甸考察 宋、申；2 个畜牧局的

人员；村委会 1 人；阿

洛；做预防的农民；4
做草的农民、4 个做青

贮的农民； 吕宾 

内容：草（本地、外来）、

青贮、大棚菜、轮牧方

式；牦牛管理和配种；

吉沙村自我管理；节能

灶；能源 
9 月 与村民收集本地草种、

识别牧草种类 
草专家（谢帮联系）；

李金明？  
（阿洛在新科、熊文化

在斯瓦龙巴） 
10 月底 跟进村民小组防疫员

选举 
宋、申下乡时  

 安排兽医培训  根据报的名单调查培

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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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长期课题 
本次调查另外还识别了几个方面的问题，但必须经过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确定措施： 
 
2．5．1 研究课题 
1、牧场退化普查：斯瓦龙巴牧场退化的类型、面积、原因等问题有待进行科学考察； 
2、冬春季饲料：除了种草和青贮饲料以外，还有哪些其它办法，如已成熟的饲料储

存技术？ 
3、药品共给、村兽医站管理：村委会的意思是他们没有这方面的专业背景，因此无

法管村兽医站的药品。另外，根据粗糙的调查，县、乡两级的药品供给情况好象

有待改善，因此建议将此课题作为今后研究的问题； 
4、牛品种退化：部分村民反映牛品种的退化影响了生产力，并多次要求提供种牛，

而根据初步调查，品种退化的部分原因属于畜群管理问题，因此建议提供种牛之

前首先了解先行的管理情况。 
5、牲口疾病预防及治疗的土办法：本次调查中了解了许多土办法，但可能因为重视

不够所以没有找到愿意做实验的农户。 
6、非木材森林产品：药材和菌类是当地重要收入来源之一，但短期和长期内很不稳

定。是否存在驯化或管理方面的改进措施？ 
7、粮食产量低，是否有改进的办法？ 
 
2．5．2 项目监测与评估 
监测与评估将是本项目制定下一步计划的重要依据。 
（1） 试验的监测评估：个体农户的试验都有自身的评估方式，一方面靠农户自己

记录所采取的措施和效果，另一方面靠研究会在项目点上聘请的协调员（见

附件 1）。协调员将每个月采访试验农户，采访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
近一个月你做了什么；（2）草（或其它内容）有了什么变化？；（3）变化的

原因；（4）有什么困难；（5）困难的解决办法；（6）你总的效果评价； 定期

每个月；我们下来的时候看、交流。 
除此之外，研究会应该继续跟进其它相关群体的行动计划，通过定期的监测协助他

们及时地发现问题，甚至若有必要的话自己建立监测评估方法。 
（2） 首先，研究会能跟进以下方面： 

（1） 村委会制定的斯瓦龙巴牧场管理办法 
（2） 村委会和各村民小组关于牲口疾病传染源的村规民约 
（3） 村委会和各村民小组关于重新选防疫员的决定 
（4） 年末村委会重新选举 
（5） 年末县畜牧局派技术人员驻迪麻洛 
（6） 畜牧局派食品检查员检查星期天街子卖的肉 
（7） 疫苗和药品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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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迪麻洛村项目协调员的任务书 
 
“经研究会同意，正式聘请肖建文作为迪麻洛村项目协调员，具体任务如下： 
1、为保证项目在迪麻洛的顺利实施，积极配合研究会的工作，有什么情况及时反映。 
2、农户试验启动后，每个月去采访试验农户，了解试验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 
3、图片文字记录要建立详细档案，认真保存。 
4、配合村委会与项目相关的其它工作。 
 
采访提纲： 
1．农户姓名、试验内容、采访时间 
2．近一个月做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变化，变化的原因，存在什么困难，你对试验的

评价。 
 
以上如果按时按要求完成，每月研究会付给肖建文劳务报酬 400.00 元（肆佰元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