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羊也有“大巴”坐 新疆60余万只牲畜转场工作进入尾声

在新疆广袤的草原上，每年的牲畜转场都是一场壮观的迁徙大戏。2024年秋季，新疆伊犁新源县的60余万只牲畜转场工
作已接近尾声，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牧场迁移，更是一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变革。据悉，今年新源县共有5085户牧民参与
转场，涉及马、牛、羊共604万头只。相比以往牧民赶着牲畜翻山越岭的传统方式，如今许多牧民选择用“大巴”运输牲畜
，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减轻了牲畜和牧民的负担。这种现代化的转场方式，不仅让小羊也能“坐大巴”，还让牧民们的生活方
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有着“空中草原”之称的新源县阿吾赞牧场，牧民们的生活方式正在悄然改变。过去，秋季转场意味着
漫长的跋涉，牧民们需要赶着牲畜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数天甚至更久。如今，随着道路条件的改善和运输工具的普及，部分牧
民选择将牲畜装车，直接运回定居点。一位来自吐尔根乡的牧民高兴地说：“现在转场方便得很，牛羊全部装车，路也好得很
，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到家。”这种方式不仅节省了时间，还减少了牲畜在长途跋涉中的体力消耗，保障了牲畜的健康。新源县
的牧场资源丰富，全县拥有春秋季草场28955万亩，夏季草场22958万亩，冬季草场16979万亩，常年牲畜存栏
量保持在百万头只以上。为了保护这片珍贵的草原生态，当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科学管理措施。例如，通过禁牧、休牧、划区
轮牧等政策，合理安排转场时间和牧场使用，让草原得以休养生息。这种草畜平衡的理念，不仅保护了生态环境，也为牧民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牧民们在转场过程中，也更加注重牲畜的科学管理，比如通过车辆运输减少牲畜的应激反应，确保牲
畜在转场后能迅速适应新环境。这场转场背后，是新疆畜牧业现代化的缩影。过去，牧民们依靠经验和体力完成转场，如今，
机械化运输和科学管理逐渐成为主流。牲畜转场不再是单纯的体力活，而是融入了现代科技的智慧。例如，牧民们开始使用专
门设计的运输车辆，确保牲畜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和舒适。这些车辆不仅空间宽敞，还配备了通风和防滑设施，让小羊们也能
享受到“VIP待遇”。一位牧民笑着说：“以前我们赶羊赶得满头大汗，现在羊儿坐车，我们也轻松多了。”转场工作的顺
利进行，离不开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为了确保转场安全高效，新源县提前规划了转场路线，修缮了牧道和道路，为牧
民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同时，政府还组织了专业的转场服务队，协助牧民装卸牲畜，检查车辆安全，确保每一只牲畜都能
平安抵达目的地。这些措施让牧民们感受到了政策的温暖，也让转场工作更加井然有序。值得一提的是，牲畜转场的现代化不
仅提高了效率，也带来了经济效益。牧民们通过减少转场时间和牲畜损耗，能够更好地投入到后续的养殖和销售工作中。一些
牧民还利用转场间隙，在定居点附近开展副业，增加了家庭收入。这种“转场副业”的模式，正在成为新源县牧民增收的新路
径。此外，转场过程中的环保意识也在不断增强。过去，长途跋涉可能对草原造成一定的踩踏和破坏，而车辆运输则大大减少
了对草场的直接影响。牧民们在转场后，还会主动清理运输过程中产生的垃圾，确保草原的清洁。这种环保理念的普及，体现
了牧民对草原的深厚感情，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了绿水青山。随着10月15日的临近，新源县的秋季转场工作即将画上圆满句
号。这场涉及60余万只牲畜的转场，不仅是一次畜牧业的年度盛事，更是新疆草原地区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生动注脚。从传统
赶羊到小羊“坐大巴”，从艰苦跋涉到高效运输，这场转场展现了科技与传统的完美融合，也让人们对新疆畜牧业的未来充满
期待。牧民们用实际行动证明，无论是草原上的羊群，还是逐草而居的牧民生活，都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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