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殖的社会实践报告(通用5篇)
报告在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出建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优秀的报告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
我给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
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养殖的社会实践报告篇一

合肥鑫华养殖有限公司主要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养殖
经营模式，形成母牛繁殖示范基地;利用人工受精技术配种，
现已产下小牛犊72头。2004年9月在省市外经贸委及人事部门
配合下由县畜牧水产局指导，请德国专家利用先进科学技术
胚胎移植培育奶牛50头，年内存栏量达600头以上，收入
达221万元获利达33万元。向农户收购玉米秸及稻草720万斤，
价值54万元，使周边农户增收104.4万元，户均收入435元，
为增加农民收入，公司把540万斤牛粪堆积发酵无偿给农户作
为有机肥使用。

公司于2003年8月投产，先后引进优良品种鲁西黄牛，西门塔
尔牛，夏洛莱牛3600余头,荷斯坦奶牛200余头，全部采用人
工授精技术配种，繁殖犊牛1500余头，同时引用国内外先进
的胚胎移植技术繁育奶牛21头，公司2006年建立优质奶牛科
技示范基地，江淮分水岭“一亩莓藤一头牛”示范育苗种植
基地，伊利集团乳业生产供应基地，兴建快繁育苗大棚40个，
占地10000m2，已购母本苗10万株，建母本园150亩，年繁育
优质苗100万株，通过公司+农户等组织形势，向周边农户辐
射种植养殖，带动100户，户均增收10000元，同时向江淮分
水岭提供优质苗300万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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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的社会实践报告篇二

转眼间，整个大二学年就这样结束了，我带着疲惫的身躯回
到了家，到家之后先好好的休息了一天，看着以前在学校那
些照片，感觉这个学期结束的好快啊，青春如一张美丽的糖
纸在指尖悄然离去。

这个学期在学校过的太快，几乎是还没有找到学习的状态就
结束了，老师今年布置的作业和以前的一样。都是暑期社会
实践活动，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说很简单，就是去一个自己联
系好的公司或者养殖场去实践实践。看看了自己的社会实践
表格，问了问家人今年去哪里啊，本来说好让我去姐姐工作
的公司呢，可是我想换换环境，于是就去了一个规模比较小
的养殖场。于是就和他们联系，当确定了实习去向的时候自
己就美美的去玩了一天。

带着轻松的心情和简单的行李我一身简装来到了养殖场，迎
接我的`是这个养殖场的技术员，他开门见山的对我说我们这
样的学生娃不适合来这个地方，他说我们的未来是在那美丽
的象牙塔里面呢，这个地方只是一些没文化的人立足的地方，
一见面我就感觉这个人很幽默和有意思。我想我以后的日子
起码不会那么的枯燥无味了。他带着我在这个养殖场简单的
转了转，熟悉了这个环境带着好奇的心情我熟悉了这个熟悉
又陌生的地方。

第一天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熟悉这个养殖场的整体年状况，
当我熟悉了这个状况的时候发现在这里真的很没有意思，这
里的人整天都是在养猪，看着真的很乏味。这样的工作在第
二天就让我没有的激情，我开始厌烦这样的工作。

年少的我们就像一张洁白的纸张在这个社会上渲染着我们的
青春，在这个养殖场里，我心态在一次一个生命诞生的时候
发生了改变。



那一天有一个母猪要产仔了，可是当时养殖场的专门负责接
生的人有事不在，那天由于好奇我也想亲眼观看这个以前只
在书本上提到过的知识点。来到产房，这是母猪已经躺在了
产床上，由于没有接生的人员，厂方有点乱，哪里充满了吵
闹声，这个时候忽然有人看到我，他说你不是在牧专学习的
高材生么，这么简单的活你应该能克服巴，看着他的眼神那
时我的心在颤抖，这样的事情在我的印象当中只是在课本上
才能提到的，当你亲身经历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事情并非你
想得那样的简单。时间在一点一点地逝去，可是事情还是没
有好的发展。

这个时候我多么的希望自己以前在学校能好好的学习知识，
那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显得那么的无知了。在我羞涩的
情怀下，一个洪亮的声音在厂房里响起，他说需要什么东西，
然后开始调动这里能调动的人开始工作，喧闹的厂房霎时变
得那么的安静，每个人都像找到了主心骨一样开始啊那些自
己非常熟悉的事物，每个环节的准备都是那么的完美，当一
切都结束的时候我静静的站立在那里了，不知道为什么，站
在我眼前的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中年人，从接触看来他不应
发学习过这方面的知识，他也阿不会上过学，可是为什么对
于刚才发生的事情他却能这样的沉着冷静，我有点不甘心和
小不服气。

在和他了解的时候他给阿我说，这个事情他也没有接触过，
只是以前在别人工作的时候他在用心的观察，把每个环节都
记住了，他说这样的机会不知道会有，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
技术就是再有机会也是枉然的，我忽然的发现，人要多用心
的去学习和生活，在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很明亮的镜子，我们
走在上面可能会蒙尘也可能会闪闪的发光。

我在这个养殖场生活了十天，但我却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
最基本的就是用心的去对待我们所接触的世界，年轻的我们
就像一首美丽的歌谣，青春的气息是那么的美好，我们可以
在这首旋律轻快的歌曲下慢慢的成长。



养殖的社会实践报告篇三

今年暑假，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由我们乡镇人员承包
的大豆杂交实验工作，这一工程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
术研究所主抓的，虽然短短七天的时间，却让我觉得很辛苦，
但我从中锻炼了自己，感受到做学问的不易，并且学到了很
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一、参与初衷：

（1）大豆杂交技术不是我所学的专业，但是由于它与农业、
农村、农民靠的比较近，能使我们大学生更好地了解“三
农”，我个人来自农村，虽然对于农村、农民比较了解，但
由于年龄的原因，却不是很深入，凭借此次机会，能使我更
好地了解它们。

（2）由于大豆杂交要在田地里进行，在暑假这个气温比较高
的时期，对于我们大学生，尤其是我们这些经常在外上学的
大学生来说，借此机会能让我们再次体验一下干农活的过程，
锻炼我们的意志，增强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

二、感受：通过这次实践，我有以下几点感受i）在炎热的天
气中干农活，需要的不仅是体力，更要有毅力。一个人的意
志坚不坚，通过农活能够很好的测验出来，没干过农活的人
可能刚开始干还可以，感觉很有意思，但是连续让你干几个
小时，你就会感觉到厌烦、无聊，心情有刚开始的好奇就会
变成抱怨、不满，所以干农活不仅能够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力，
更能磨练一个人的意志力和忍耐力。ii）体会父母的艰辛。在家
时间父母总是不让干活，我知道九层以上的家庭都是这样，
我平时在家也是这样，但我总是硬要干，我知道，父母嘴上
不让干，如果你陪着父母一块儿去干活，父母的心里会很高
兴。干农活很辛苦，这是毋庸置疑的，体会了农活的艰辛，
很容易就能体会到父母的艰辛，体会到父母为什么总是不舍
得给自己买衣服等等，也会使得我们在大学花钱会收敛许多，



“可怜天下父母心”，理解万岁！iii）激励自己更好地学习、
生活。吃过了农村的苦，你就会感觉自己吃的苦不算什么，
就会感觉自己的努力还很不够，而且差的很远，就会使得我
们来到学校，会更加努力地学习，会更加珍惜求学的美好时
光，古人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
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感受了农活，也就能感受“劳其筋骨，饿
其体肤”的道理，会使我们更好的珍惜现在，加倍努力。）

做为一名大学生，我深深地感到初会实践的重要性，并希望
以后能够经常参加实践，这种社会实践活动是在大学中的社
团生活所无法比拟的，只有在真正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体验生
活，亲身的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才能使自己得到锻炼，才
能使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得以运用到实践，才能使自己成为
真正有用于实际，使自己成为真正有用于社会的学生。社会
实践弥补了理论与实际的差距和不足，社会实践的意义也在
于此。社会实践活动不仅使我的各方面能力得到了提高，也
使我增强了扎根实践吃苦耐劳的精神。亲身地服务于群众，
服务于社会，真的很有意义，我想以后我还会一如既往地支
持大学生的暑期实践。

三、建议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是大学生迈向社会的桥梁，它有
助于大学生认识社会，了解社会，适应社会。实践活动可以
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锻炼自己的交际能力，加深对社会的
全面认识。但是，在实践中，我们是要真正走进基层，体会
基层农民的生活，所以我们要放下学校里的纸上谈兵，放下
家里的娇生惯养，虚心学习。既要对自己有只要我干我能行
的信心，又不能自满自负，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地进行，急
于求成只能是欲速则不达。虽然我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
生，但我们了解的都是理论知识并没有实际经验，所以或许
还不如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因为他们在实践中总结了许
多宝贵的经验。



养殖的社会实践报告篇四

20xx年06月30日，我满是期待的来到了和庆瘦肉型母猪养殖
场，开始了我的社会实践，我将和那里的员工一起工作、生
活和交流。刚到猪场的时候，心里有点紧张，心想我能做得
好么？接待我的是猪场的刘老板，他很年轻也很亲切。第一
天先安排自己的住宿和生活，然后是熟悉猪场的环境和猪场
的一些规定听老板说一下养猪的状况。

初来乍到，一切都不熟悉，需要认真地学习和虚心的讨教。
于是我就在育肥舍进行暑期实习调查！刚到育肥舍时，我对
肥猪的养殖技术一点也不懂，实践方面还有所欠缺。第一次
进场的时候，刚好碰到他们进行仔猪转栏，由于具体不知道
如何操作，我就负责抽药水，师傅们打针速度真的很快，我
都差点抽不过来。这里猪场仔猪转栏的时候都注射氨苄西林
钠，目的是防应激！

一开始，我在肥猪的日常饲养管理方面还无从下手。比如一
天要喂多少料、分几次喂，发病猪如何医治、特别是猪拉稀
等许多问题一下子摆在了我面前。后来通过饲养员和兽医的
亲手和耐心的示教，我才逐渐了解和掌握饲养和管理。是采
用的自由方式来饲喂育肥猪，用的是自己配制的预混料！

平时，先喂猪，后认真观察猪群的情况，时常得注意保持猪
舍环境的清洁卫生，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清除猪粪。
起初我认为铲猪粪是一项很累、很让人烦心的工作，后来我
才懂得铲猪粪其实是很重要并且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清除
猪粪可以使猪舍清洁，又可以预防疾病的发生（特别是猪拉
稀）。另外，养猪场要定期对猪舍及其周边环境进行消毒，
还要按照疫苗免疫注射计划按时对猪进行疫苗注射，遇到突
发情况，一时还无法解决，及时请示厂长，厂长组织进行解
决。每天要认真负责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保证猪群健康地生
长。在最后的几天了我去了配种舍和保育舍。因为时间比较
短，这两个地方的生产环节并没有全部参加，其中在配种舍，



动手操作了配种的过程，以及赶公猪去试情等。保育舍的话，
一直跟着比我年龄还小的小朱主管，观察保育猪的情况，发
现病猪及时给药并且要合理用药。平时勤于观察，培养观察
能力，同时我还记录了常用药有何用途，针对何种病。根据
发病猪的病情，必要时进行隔离观察，并对其进行针对性的
治疗。

（一）在这次社会实践中由于和场里员工交流和沟通不到位，
人际交往的能力不够，遇到很多麻烦，导致了在工作中出现
了一些不必要的失误，耽误时间。

（二）产房的活比较繁琐，没有事先熟悉工作流程，不能适
应工作的强度，在猪场的工作是辛苦和劳累的，没有想象的
那样简单，还有很多活没有做到位。

（三）发现猪场管理挺混乱，摸不到头脑，但是因为实践经
验的缺乏，缺少社会阅历，并不能及时发现问题的所在。

（一）加强自己的交际能力，学好做人处事的方法，增加社
会阅历，多虚心向员工们学习。我觉的去到每一个新的地方
都要快速地融入集体中，有团队意识、集体感，才能更好地
开展工作！

（二）勤快一点，细心一点，多动手，多思考，对所要做的
事情进行全面的具体的系统的分析，加强自己的认知能力，
具体问题具体分。秉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去完成计划好的事情！

（三）我的体会之一“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从对猪的饲养
到猪病的防治，都需要扎实理论知识的支撑。所以要学好基
础知识，认真观察和研究，遇到问题要多问，刨根文帝深入
调查。比如我们几乎天天去拉死猪（母猪），大部分是不知
道什么原因死去。还有有时候居然一组人养的仔猪，居然少
了几十头。有些员工在报表的时候居然作假！公司有明确的
操作规范，并没有认真完全去执行！我觉得厂里缺乏严格的



监管制度！在这10多天的生产实习中，感触比较多的是理论
和实际结合啦。增强了自己的动手能力！另外，重要的是在
和场里员工交流的过程中，提高了人际交往的能力，全面接
触社会。我们在实习中初步地了解猪场的经营管理理念及其
技术，在学到专业知识之余，也拓展了自己的其他方面的知
识。真是难忘的生产实习！

养殖的社会实践报告篇五

内容摘要：通过与养殖户的接触和面谈，了解到当前本地区
的养殖情况以及养殖业的平均收入水平，收入基本达到了小
康水平。可在这一地区，更多的农民还是在从事着种植业，
收入微薄，生活艰苦，走不出这个圈子。我认为，农民要发
家致富，不仅是要艰苦努力，也要靠文化知识的指引，他们
更需要的是高文化素质的人带领他们致富。

养猪户孙全：养殖规模14头母猪，110只育肥猪，有六年的养
殖经验，对本地区猪的行情比较了解，乐于帮助其他养殖户，
平均年收入三万元左右。

养猪户杨九贤：养殖规模150头育肥猪，有十年的养殖经验，
刚开始的两年由于饲养不得法不懂行情亏掉了六万多元，但
一直坚持继续养下去，现在平均年收入二万元。

养猪户李迪：养殖规模种猪四头，母猪10头，育肥猪90头，
养殖时间不足二年，但他依靠科学学习知识，进行科学养殖，
平均年收入也达到了三万元。

养猪户孙大宝：养殖规模母猪2头，育肥猪60头，传统的管理
方法，环境比较差，很容易猪就得上病，虽经治能够救活，
可相对损失也比较大，平均年收入一万元。

养猪户施德贵：养殖规模母猪一头，育肥猪20头，可是这样



有更多闲余时间，因此经常在本地区做一些零工，平均年收
入也在一万元左右。

以上几种是该地区典型的养猪状况：

第一种占全部养殖户的15%

第二种占全部养殖户的6%

第三种占全部养殖户的17%

第四种占全部养殖户的21%

第五种占全部养殖户的41%

平均每个养殖户收入在一万七千元左右，按每户有三口人来
算人均收入在5666元左右，还没有达到小康水平。如按前四
种已经达到。

（一）从上可以看出，那些敢冒风险、大量投入资金、艰苦
勤奋、依靠科学的农民养殖户往往会得到更多的回报。但为
什么不是大部分农民养殖户这样呢？因为，农村经济一般以
小规模农民家庭经营为基础，一般农民投资的高风险、长周
期和低盈利，与资金追求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的“三
性”相悖，因此，农村资金市场有以下特点：

3、正规金融缺位，资金市场运作不规范。正规金融长期被赋
予保障正规经济资金需要的任务，农村企业和个人与正规金
融却反组织化联系。

由于农村资金市场有以上的特点，农民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人
把自己辛辛苦苦积攒了一辈子的钱来冒这个险，因此他们的
收入水平就比较低了。而成功只属于那些靠市场靠拼搏靠科
学的人了。



（二）从上述调查也可以看出那些收入高的养殖户更能跳出
封建腐朽思想对他们的束缚。他们不在“守株待兔”，而是
花钱走出去跑市场，去考察学习他们因此得到了最新的市场
行情签下订单为自己的销路不再发愁，学习到了最新的科学
技术使自己投入的成本更低；而那些只是依靠上天保佑，不
去勤劳苦干，看着人家做什么只会依葫芦画瓢的人将会一次
次碰壁，撞得头破血流。走出家门，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确实
也对广大农民来说太难了，因为祖祖辈辈留下的基业已使他
们只是坐享其成，可是现在已经不再是过去了，在市场经济
的浪潮中，只有科学文化知识才能带领人们富裕起来。

（三）从上调查得出单独从事养殖业的农民平均收入已经基
本达到小康水平。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从事养殖业可以在农村
农民中更大的推广。这也表明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传统的种植型农业将会慢慢消失，它已经落后了，随之而取
之的大机械农业和经济型农业。而养殖业毋庸置疑将是农民
经济收入增长的一个巨大的支柱产业。

过去农民的生活吃不饱穿不暖，饥寒交迫伴随着中国经济改
革开放的步子，农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不仅吃的饱而且吃
的好，还讲究起营养搭配了；不仅穿的暖了，而且穿的更漂
亮了，也穿起了西服打起了领带。可是近年来，世界经济形
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甚至是剧变。在这些变动中又出现
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如何让我国农业与世界经济接轨，
使之有利于我们的改革，这是我国在经济开放过程中必须认
真对待的问题。

在生产作业过程中，有的没有用科学的方法及其他原因，造
成了污染，这也是个严峻的问题。因此我们应在保护和建设
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构筑生态资源的转化增殖，实现生态建
设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互促双赢。

总之，只有农民富起来，国家才能算是真正的富起来。“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做为大学生的我们应更努力地学习科



学文化知识，武装自己，指导并带领广大农民更加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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