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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协会作用  促进鹌鹑养殖业发展 
 

孙克渝 
无锡市滨湖区鹌鹑协会是由锡山市鹌鹑协会更名而来的,她成立

于 1996 年 3 月 12 日,至今已有七年多的发展史。协会在上级各部门

的领导和支持下,开展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工作,为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作出了务实的努力,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和广大农民的一致好评 
 

一、协会成立的起因 
1983 年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强劲鼓舞下,原无锡县新

安公社的十多户农户,从无锡郊区旺庄引进了产蛋鹌鹑,开始从事鹌鹑

的饲养业,开创了勤劳致富的先河。由于当时饲料价格低,鹌鹑蛋销售

价格高,养殖效益相当好,成为农民致富的短、平、快项目,由此引发了

鹌鹑产业的快速发展。至 1988 年,新安乡已有 900 多户农户养殖产蛋

鹌鹑,高峰期日产鹌鹑蛋达 5 顿左右。1989 年,鹌鹑蛋市场出现大幅回

落,一部分农户和运销经纪人开始引进肉用鹌鹑的饲养,实现了蛋、肉

型鹌鹑分流,使鹌鹑产业得到健康稳定发展。至 1996 年,新安镇共有

1100 多农户养殖鹌鹑,年出栏肉用鹌鹑 2600 万只,鹌鹑蛋产量 600 多

吨。 
鹌鹑产业的快速发展,诱导了种鹌鹑养殖、孵坊、饲料、兽药经

营等产业链的形成,催生了一批专业运销经纪人。但同时,专业运销经

纪人和饲料生产厂家争夺挤占销售市场的矛盾也日益激化,鹌鹑产业

的发展前景日益恶化,广大鹌鹑养户的经济效益得不到保障,经纪人与

经纪人之间、经纪人与农户之间的经济纠纷不断发生,鹌鹑产业的发

展走到了渊谷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和经纪人成立有了成立鹌

鹑协会的意愿,想通过成立协会并以此为桥梁和纽带, 协调好产销服

务各方面的关系，使鹌鹑产业跨过渊谷,走出困境,。1995 年底,主管鹌

鹑产业的新安镇多服公司发起并进行鹊鸦协会的筹备工作,在新安镇

政府、锡山市多管局和兽医站的协调支持下,1996 年 1 月 6 日,经锡山

市科协、锡山市民政局批准同意,注册成立了锡山市鹌鹑协会(因为新

安的鹌鹑产业,带动了华庄、旺庄、梅村、硕放等镇和东降市属饲料

厂的生产发展)。 
 
二、协会的成立和组织机构设置 
1996 年 3 月 12 日,锡山市鹌鹑协会在新安镇召开第一次代表大

会,86位代表带了124位会员的意愿,通过了鹌鹑协会章程,选举产生了

第一届理事会,锡山市兽医站站长陆纪生当选为理事长。理事会由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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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运销经纪人、鹌鹑养殖大户、孵坊业主、饲料兽药经营业主、饲料

生产厂家和市、镇畜牧兽医站及新安镇主管多种经营生产的领导共

13 人组成。理事会设专职秘书长一名。协会共有会员 124 名,其中团

体会员 2 名,下设科普服务和营销服务二个组。 
2002 年 9 月,因区域调整,锡山市鹌鹑协会更名为无锡市滨湖区鹌

鹑协会,并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三届理事会,华庄镇农

办主任尤隧荣当选为理事长,协会会员已发展到 162 人,会址设在华庄

镇万花路 8 号。协会成员构成主要有：区农业局、畜牧兽医站、华庄

镇分管领导、镇农服中心、兽医站专业技术人员、鹌鹑养殖大户、专

业运销经纪人、饲料和孵坊业主等代表。 
 
三、协会成立后的主要工作及体会 
鹌鹑协会成立 7 年来,按照“联结农户、沟通市场、科普服务、

平衡利益”的宗旨,协会积极认真地开展科普技术推广服务活动,协调

产加销各方面利益与关系,促进了产业链的不断完善与延伸,推动了产

业的健康稳定和快速发展。 
1、 以市场为导向,科普为动力,积极推进鹌鹑产业的健康快发 

展。协会基本上一个季度召开一次理事会,每年二次产销信息交流协

调会和 1—2 次防疫卫生技术服务会,集中了广大养殖户和经纪人的意

见,统一产销价格,遏止无序竞争,协调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利益；建立了

较为牢固的市场产销网络；建办了以良种推广为主的科技示范基

地,52 个良种推广户及 1200 多个农户的生产基地；开展了请进来讲座,
走出去考察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提高饲养管理水平。同时努力引进新

品种，使之成为降本增效的科技武器,提高了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能

力,推动了鹌鹑产业链的快速发展。2002 年度,华庄镇共出栏肉鹑 4500
多万只,比 1996 年将近翻了一番,产销鹌鹑蛋 720 吨,活性有机鹌鹑粪

肥 4500 吨,加工冷冻鹌鹑 480 吨,出口冻鹑肉 90 万美元,种鹑、孵坊、

饲料供应、养殖运销等形成了紧密型经营的产业链,综合产值超 25 亿

元,利润 2500 多万元,农户每年可平均净收入超万元。2001 年和 2002
年,协会被评为省、市优秀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运销经纪人和养殖

大户中有一位被评为省先进，五位被评为市先进。 
2、创办实体,做大做强鹌鹑产业链。 
1997 年,在协会理事会上,无锡凤安鹌鹑有限公司宣告成立。经省 

厅批准,占地 18 亩,投资 100 多万元的无锡市鹌鹑良种场着手筹建,并
从北京德岭鹌鹑场引进了朝鲜龙城系蛋、肉用鹌鹑新品种。1999 年

12 月,通过中国种畜禽迸出口公司,又从法国引进了肉用鹌鹑新品种

PHARON.MEDIUM。国内外鹌鹑新品种的引进,为全镇年增效益达

300 多万元。无锡凤安鸟粪污染处理厂创办于 1998 年,年生产活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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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鹌鹑粪肥 4000 吨,销售额超过 250 万元。在区域调整以后,由于发展

需要,去年年底,我们又投资近 200 万元,新建了“无锡凤安鹌鹑科技示

范园区”，占地面积约 30 亩,建筑生产用房 4700 平方米,集种鹑养殖、

孵坊、蛋肉鹑饲养为一体,成为无公害生产的示范推广基地,目前正在

申报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无锡凤安鹌鹑有限公司一跃成为农业产

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自 1998 年起,列入了省 140家农业产业化经营龙

头企业的行列,2000 年荣获省"农业产业化经营辐射带动奖"称号。 
3、架起政府与农户沟通的桥梁,为农民排难解忧。 
鹌鹑养殖都是由农户家庭经营,数量多、销量大、经济周转块,由 

此带来民事经济纠纷多。以往这些纠纷都是通过镇村二级行政组织来

协调解决,协会成立后,会员农户有了一个自己说话的地方,这些问题

可以在协会得到妥然解决。过去由政府操办的治病防疫工作现在也通

过协会来完成,由协会兽医负责统一检测、统一防病、统一供药。原

来农户担心的事情,现在都由协会包办了,关系顺、效果好,全镇多年来

未发生过大的疫情。专业运销经纪人出现了飞来横祸,过去总是向民

政部门求助,现在也由协会会员发起募捐来排难解忧。会员生产的冻

鹑要出口东南亚地区,叫他个人去办理有关手续是一件天大的难事,通
过协会出面协调,有关出口手续也得到了顺利解决。因此,协会切实地

履行了为会员办实事、做好事的职能,为政府与农户之间的沟通架起

了一座桥梁,深得政府与农民的两头欢迎。 
4、结合生产实际,推进科技创新。 
华庄镇堪称全国最大的肉用鹌鹑生产基地,在推进科技创新上,协

会接受了国家农业部的农业丰收计划项目任务,在有关科研部门的大

力支持和配合下,结合鹌鹑生产的实际,协作起草完成了《鹌鹑高产高

效益综合配套技术》和制定了江苏省地方标准《肉用鹌鹑饲养规程》,
由此获得了 1997 年江苏省农业丰收计划一等奖、1998 年农牧渔业部

丰收计划二等奖的荣誉称号。 
鹌鹑协会 7 年来的工作使我们深深体会到:鹌鹑协会是科研所—

—新技术、新品种由它研究、引进和推广；鹌鹑协会是孵化器——新

产业、新行当不断产生,延长了鹌鹑产业的产业链,增加了鹌鹑产业的

经济总量；鹌鹑协会是保护伞——解决了鹌鹑养殖户、经纪人的后顾

之忧,维护了各方利益,解决了防疫治病的大事；鹌鹑协会是摇钱树—

—农户靠上协会就能赚钱。 
 
四、协会工作主要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工作打算 
1、协会在实现产销一体化,协调产销利益均得,减少无序竞争,促 

使鹌鹑产业链竞争有序、健康发展的轨道等各方面,确实为农户办了

实事,做了好事,但协会对养殖户的吸引力还不大,究其原因是对养鹌



 

 4 

鹑的农户说来,参加与不参加协会的利益差异不是很大。 
2、协会本身尚未直接参与经营,经济实力薄弱。一些协会的主要 

工作人元主要依靠政府的工资和资金扶持开展工作,协会还带有官办

痕迹,没有完全走上市场运作的路子，无力对农户作过多的扶持。 
3、由于协会本身经济薄弱,所以,不管是经济上,还是技术上,都无

能力对鹌鹑产业的新项目进行投入,目前只能依赖政府或者外协,缺乏

主动权。因此,在今后的协会工作中,我们要注意：一是既要注重服务,
又要注重经营活动的开发,在增加会员农户经济效益的同时,增强协会

本身的经济实力。二是在增强协会自身的经济实力以后,逐步改变官

办痕迹,让会员农户真正走上市场化运作的路子,做到自己管理自己,
自己发展自己。三是协会在壮大经济实力以后,对会员农户在履行交

纳会费的同时,要采取二次分红制,增强协会对农户的吸引力。 
注：作者为无锡市滨湖区鹌鹑协会常务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