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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特色梅花鹿养殖产业助推乡村振兴 

孙  静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邵阳  422000 

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加快构建现代化的农

村集体经济体系,促进农民增收、生活富裕。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日益增长,传统的种植业已不能满足人们

的需要,因此必须转变生产方式,调整结构,提高质量效益,实现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而梅花鹿是集药用价值、食用价值、观赏价值于一身的珍

贵物种,在国内外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具有广阔市场前景,同时也符合国家政策导向,所以应该充分发挥其优势作用来推动乡村振兴。本文以吉

林省双阳区鹿乡镇为例,分析了当地梅花鹿养殖现状及存在问题,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一村一品”梅花鹿养殖规划方案,通过政府引导扶

持、龙头企业带动、合作社组织协调等措施,将梅花鹿养殖与旅游观光相结合,打造梅花鹿文化小镇,形成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模式,从而达到增

加就业岗位,提升农户收入水平,助力乡村振兴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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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乡村发展不仅有助于提升农民的收入

水平，而且可以改善农村的生活质量，促进农民素质的提升。为了

实现乡村振兴，政府鼓励农民发展新型农业产业，并引入技术和资

金。在这种背景下，梅花鹿养殖产业的发展受到了政府的重视和支

持。梅花鹿养殖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可以为农民提供

更多的就业机会，改善农村生活水平，丰富乡村文化，促进乡村振

兴。梅花鹿养殖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而且可以改善农村环境，丰富乡村文化，提高乡村的整体素质。除

此之外，梅花鹿养殖产业还可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农民提供

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改善农民的收入水平。因此，发展特色梅花

鹿养殖产业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群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

福利。 

2.梅花鹿养殖产业发展现状 

2.1 梅花鹿养殖产业发展优势 

梅花鹿养殖产业的发展具有多重优势。首先，梅花鹿的产量高，

每只梅花鹿每年可以产出约 100 公斤的肉，比其他家畜更加节约，

梅花鹿的肉质质地嫩滑，口感更佳，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其次，

梅花鹿的繁殖能力强，每只梅花鹿每年可以繁殖出 6—7 只幼崽，

繁殖速度快，能够有效提高产量。梅花鹿具有较强的适应性,能够适

应各种地质环境,并能够在广阔的范围内活动,其养殖成本较低,大大

降低了养殖成本。梅花鹿的脂肪含量较高，其肉中脂肪含量高达

30%，这大大提升了肉的营养价值和口感，从而更好地满足消费者

的需求。 

2.2 梅花鹿养殖产业发展劣势 

梅花鹿养殖产业发展劣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源环境

条件落后。梅花鹿养殖业的发展受到环境资源条件的制约，养殖地

多为边远山区，养殖条件差，落后的环境资源条件限制了梅花鹿养

殖产业的发展。二是科技水平低。梅花鹿养殖技术科技水平低，养

殖技术滞后，生态环境受到污染，给梅花鹿养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

很大的不利影响。 

2.3 梅花鹿养殖产业发展机遇 

梅花鹿养殖产业发展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可以作为乡村振

兴的重要助推力量。首先，梅花鹿养殖产业可以利用中国拥有丰富

的资源优势，并且梅花鹿繁殖速度快，抗病能力强，可以有效地改

善贫困地区的经济状况。其次，梅花鹿养殖产业可以利用现有的技

术和设备，提高养殖效率，减少成本。此外，梅花鹿养殖产业可以

利用现有的市场和传统的消费习惯，推动梅花鹿养殖产业的发展。

同时，政府部门采取了多项政策，支持梅花鹿养殖产业的发展，比

如建立财政补贴制度，设立农业保险制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

立农业技术培训机制等。 

2.4 梅花鹿养殖产业发展挑战 

梅花鹿养殖产业发展面临着一些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首先，梅花鹿养殖产业的技术水平落后。目前，梅花鹿养殖技

术主要是依靠传统的方法进行，缺乏科学的养殖管理、病症防治、

饲料养殖等技术，许多养殖户缺乏科学的养殖管理技术，严重影响

着梅花鹿养殖产业的发展。其次，梅花鹿养殖产业的产业化水平较

低。目前，梅花鹿养殖产业大多是小规模的，缺乏大规模的养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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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导致养殖户投入的资金少，规模化程度低，严重影响着梅花鹿

养殖产业的发展。 

3.梅花鹿养殖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3.1 鹿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梅花鹿养殖产业发展的第一个问题是鹿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由于投入不足，梅花鹿养殖的基础设施普遍落后，比如养殖场的建

筑物和设备比较老旧，没有完善的管理体系，缺乏现代化的养殖技

术，比如饲料配置、兽医疫病防治等，养殖场的围栏也较为落后，

没有安装防护设施，不能有效阻止野生动物入侵，也不能有效保护

梅花鹿，使得养殖损失更大。此外，由于技术水平落后，梅花鹿养

殖场的环境也比较脏乱，没有得到有效整治，污染物排放也比较严

重，这些环境问题对养殖场的经营和发展都会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因此，改善梅花鹿养殖产业的基础设施是推进梅花鹿养殖产业发展

的关键，需要加大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技术水平，完善

鹿场管理体系，改善养殖环境，提高梅花鹿养殖产业的整体水平，

为推动乡村振兴发挥更大的作用。 

3.2 养殖户技术技能水平不足 

梅花鹿养殖产业的发展不仅受到鹿场基础设施落后的影响，还

受到养殖户技术技能水平不足的影响。统计数据显示，养殖户文化

素质偏低，大多数养殖户没有正规的兽医学习背景，无法掌握正确

的养殖技术，也缺乏养殖市场营销技能，使得养殖户无法及时发现

梅花鹿养殖中的病害和虫害，从而使得梅花鹿养殖产业发展受到了

阻碍。养殖户的专业技能欠缺也是梅花鹿养殖产业发展的一大瓶颈。

由于养殖户缺乏专业技能，它们不仅无法正确地预防和控制梅花鹿

的病害和虫害，而且也无法准确地掌握和控制养殖环境和梅花鹿的

饲养技术，从而降低了梅花鹿养殖的效率和经济效益。此外，大多

数养殖户缺乏技术培训，他们缺乏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无法正确

地掌握梅花鹿的饲养技术，也缺乏把握梅花鹿的市场营销技能，从

而无法有效地推动梅花鹿养殖产业的发展。 

3.3 鹿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 

梅花鹿养殖产业发展存在着鹿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的问题。

鹿产业链指的是一个由梅花鹿繁殖、养殖、活体出栏、加工、销售

等环节组成的完整产业链。如今，梅花鹿养殖产业发展的鹿产业链

条短，只有生产和销售，缺乏加工环节，使得梅花鹿养殖产业的附

加值很低，降低了梅花鹿养殖产业的经济效益。一方面，梅花鹿养

殖户从事梅花鹿养殖的技术技能水平不足，没有把梅花鹿养殖发展

成高产、高品质、高效率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另一方面，由于梅

花鹿养殖产业的鹿产业链条较短，使得梅花鹿养殖产业的附加值较

低，从而未能实现梅花鹿养殖产业的高产、高品质、高效率的可持

续发展，进而降低了梅花鹿养殖产业的经济效益。 

3.4 鹿产业发展资金不足 

梅花鹿养殖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然而，由于梅

花鹿养殖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以及养殖户的产量和附加值偏低，

使得政府和银行的投资意愿低下。因此，梅花鹿养殖产业的发展资

金短缺成为影响养殖产业发展的一大障碍。首先，政府投资资金不

足。由于梅花鹿养殖产业处于起步阶段，政府投资资金有限，无法

满足梅花鹿养殖产业的发展需要，因此，梅花鹿养殖产业发展资金

短缺。其次，银行贷款资金不足。由于梅花鹿养殖产业经营风险较

大，银行贷款资金不足，无法满足梅花鹿养殖产业的发展需要，因

此，梅花鹿养殖产业发展资金短缺。 

4.发展特色梅花鹿养殖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的对策 

4.1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为了有效推动发展特色梅花鹿养殖产业，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是

极为必要的。首先，应该加强政策宣传，让更多农民了解到政府支

持梅花鹿养殖产业的政策，从而增强其信心。其次，要实施财政补

贴政策，对于在特色梅花鹿养殖产业中取得良好业绩的农户，应当

给予一定的补贴，以鼓励更多农民参与其中，从而拉动乡村振兴。

此外，要加大科技支持力度，鼓励科研机构开展相关的研究，为特

色梅花鹿养殖产业的发展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持，进一步提升特色梅

花鹿养殖产业的效益。同时，要抓紧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规，以规

范特色梅花鹿养殖产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加大政策支

持力度是发展特色梅花鹿养殖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只有

通过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才能够更好地推动特色梅花鹿养殖产业的

发展，最终实现乡村振兴。 

4.2 提高农户综合素质 

提高农户的综合素质是发展特色梅花鹿养殖产业助推乡村振兴

的重要对策，也是提高梅花鹿养殖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因此，政府

要加大对农户技术支持力度，推进农户经济组织的发展，提升农户

的市场敏感性，引导农户充分发挥经济组织的作用，强化农户的法

律意识，为发展梅花鹿养殖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提高农户综合素质

是发展特色梅花鹿养殖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对策。首先，要提

高农户的经营管理能力，让农户更好地把握梅花鹿养殖的技术，引

导他们采取科学的养殖方法，掌握健康养殖的技术，提高梅花鹿的

养殖效率和产品质量。其次，要加强农户的经济组织能力，推进农

户经济组织的发展，让农户能够更好地发挥经济组织在梅花鹿养殖

业发展中的作用。此外，要提高农户的市场敏感性，引导他们更好

地把握梅花鹿养殖行业的发展趋势，加强市场信息的收集和利用，

提高梅花鹿养殖企业的竞争能力。同时，还要提高农户的法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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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能够更好地了解梅花鹿养殖行业的法律法规，严格遵守国家

有关的法律法规，减少纠纷的发生。 

4.3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改善农村经济环境，促进农业发展，推动

乡村振兴。首先，要加强梅花鹿养殖场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可以

投资建设梅花鹿养殖场、饲料厂、禽舍、设施设备等基础设施，使

养殖环境更加良好，提高养殖效益。此外，还可以加大对梅花鹿养

殖技术的支持，引进先进的养殖技术，推动养殖业的发展。其次，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经济环境。政府可以投资建设农

村公路、供水、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提

高生活质量，吸引外来投资。此外，还可以加大对农村教育、卫生、

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改善农村经济环境，增强农民自信心。再

次，加强农村金融服务设施建设，支持农业发展。政府可以加强农

村金融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支持农民获取低息

贷款，降低农民融资成本，有效激发农业发展活力。此外，还可以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经济环境，提升农业发展水平。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特色梅花鹿养殖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的重

要环节，也是政府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措施。 

4.4 培育龙头企业 

培育龙头企业是发展特色梅花鹿养殖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的重

要举措之一。梅花鹿养殖产业的发展需要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作为引

领者，为发展提供动力。因此，加快培育龙头企业是发展梅花鹿养

殖产业的重要手段。一方面，要支持企业家进行投资。政府应该积

极引导企业家参与梅花鹿养殖产业的发展，提供财政补贴、减税降

费、贷款补贴等政策支持，为企业家进行投资创业提供有力的政策

保障。另一方面，要支持企业家科学经营。政府应该为企业家提供

科学管理和技术指导，加强企业家的管理技能和经营能力，让企业

家能够更好地把握市场机遇，把梅花鹿养殖产业发展成为有竞争力

的产业。再者，要支持企业家进行资源整合。政府应该为企业家提

供资金、土地、仓库等多方面的资源，为企业家的发展提供有力的

保障，让企业家能够更好地开展经营活动，实现梅花鹿养殖产业的

规模化发展。最后，要支持企业家开展市场推广。政府应该积极支

持企业家开展梅花鹿养殖产业的市场推广活动，加强梅花鹿养殖产

业的产品宣传，引导更多消费者购买梅花鹿养殖产品，让梅花鹿养

殖产业取得可持续发展。 

4.5 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组织领导是发展特色梅花鹿养殖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的重

要环节。各级政府、行业协会和行业组织应当加强对特色梅花鹿养

殖产业发展的组织领导，把握发展脉络，加强指导和协调。首先，

各级政府要把特色梅花鹿养殖产业发展纳入政策规划，制定科学合

理的发展政策，并建立长效机制，加强政策的衔接和统筹协调，以

推动养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行业协会和行业组织应当积极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协调政府和农户之间的关系，搭建技术和信息

沟通的桥梁，加强行业间的协作，帮助农户解决养殖过程中的技术

和经济问题。此外，各级政府、行业协会和行业组织还应当加强对

农户的技术培训，提高农户的养殖技术水平，提高其养殖技术素养，

从而提高养殖效率，改善养殖环境，促进养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各级政府、行业协会和行业组织应当加强对特色梅花鹿养殖

产业的管理和监督，维护行业的良好发展环境，为农户提供有力的

政策支持，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以促进特色梅花鹿养殖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 

5.结论 

本文主要研究了发展特色梅花鹿养殖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的方法，

通过实地调研和文献资料收集，总结出梅花鹿养殖产业发展的方法，

为乡村振兴提供参考。梅花鹿养殖产业要加强技术改造，以提高养

殖效率和提升产品质量，加强政府和企业合作，以推动养殖产业发

展，加强技术人员培训，以提高养殖水平。 

参考文献： 

[1]汪雷,刘日升,余海洋,蔺倩云,朱小宇.乡村振兴背景下“云养殖”

融 合 产 业 链 的 构 建 与 运 营 研 究 [J]. 山 西 农

经,2022(18):162-164.DOI:10.16675/j.cnki.cn14-1065/f.2022.18.052. 

[2]王雅婕.乡村振兴视域下特色产业发展研究——以西吉县新庄

村 肉 牛 养 殖 为 例 [J]. 智 慧 农 业 导

刊,2022,2(18):119-121.DOI:10.20028/j.zhnydk.2022.18.038. 

[3]郑玉锋.浅谈边坝县养殖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建议[J].中国动物

保健,2022,24(07):110+118+120. 

[4]唐维.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肉牛养殖产业发展的对策研究——

以广西全州县为例[J].广西农学报,2022,37(03):31-34+43. 

[5]黄斌.发展特色家兔绿色养殖产业助力乡村振兴[J].农村经济

与科技,2021,32(22):188-190. 

[6]王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加快现代畜牧业发展[J].当代畜

牧,2021(07):95-96. 

作者简介：孙静（1982.1），女，汉,山东聊城，本科，讲师，研

究方向：英语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邵阳市科技局 2022 年度科技创新指导性项目

“发展特色梅花鹿养殖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的研究成果（项目编

号:2022GZ4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