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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推动畜牧业规模养殖创新

经营方式的若干意见

各市人民政府,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

属机构:

为支持畜牧业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补齐动物防疫短

板,推动畜禽规模养殖,创新生产经营方式,加快畜牧业转型升

级,增强抗风险能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经省政府同意,现提出

如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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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快恢复畜牧业生产经营

在应对疫情期间,落实好鲜活畜产品运输 “绿色通道”政

策,实行 “三不一优先”便捷通行,不得拦截畜禽及产品、饲料

兽药及原料运输车辆.对承运的企业和车主,地方财政可适当补

助.“一企一策”支持饲料、屠宰及配套企业复工复产.加大玉

米等储备粮投放,落实重点企业包保联系制度.发挥产销对接平

台作用,支持有条件的屠宰加工、冷链物流企业扩大鲜活畜产品

收购.按照分类管理要求,在暂停各类市场活禽交易和宰杀期

间,畅通养殖屠宰 “点对点”活禽销售通道.加快落实支持畜牧

业应对疫情的金融信贷、减税降费等各项政策. (省畜牧局、省

交通运输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山

东银保监局、省税务局、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粮食和储备

局、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二、大力发展畜禽规模养殖

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优先支持畜禽规模养殖场提高良种应用、

设施装备、疫病防控、粪污处理水平,开展标准化示范创建,推

广家禽、生猪立体养殖,加快牛羊规模养殖.省农业发展信贷担

保公司要发挥政策性担保机构作用,对符合条件的畜禽规模养殖

场贷款给予担保和贴息.调整优化规模畜禽养殖设施用地范围,

适当放宽畜禽养殖附属设施用地比例,允许养殖设施建设多层建

筑.养殖设施确属难以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的,允许使用少量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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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农田但必须补划.调整优化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种类范围,对

规模养殖设施设备应补尽补、敞开补贴.鼓励各市、县 (市、

区)开展家禽牛羊特色险种保险,省财政通过以奖代补方式予以

支持.推进生猪价格保险试点,开展 “保险＋期货”试点.支持

发展养殖合作社,完善社会化服务,强化监督指导,提升中小场

户养殖水平,逐步降低散养比重.到２０２２年,全省畜禽规模化

养殖比重达到８５％以上. (省畜牧局、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

委、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农村厅、山东银保监局)

三、着力提升屠宰流通水平

支持产业平台建设,开展标准化创建,上大压小、减量转

换,淘汰落后产能.完善畜禽产品产后商品化处理、冷链物流设

施、末端销售网络等建设.实施区域性肉类仓储保鲜设施建设项

目,支持电商冷链物流配送中心和配送站点建设.对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供销合作社、邮政快递企业、农业产业化 (畜产

品)龙头企业在农村建设的保鲜仓储设施用电,实行农业生产用

电价格.加强产加销对接,提升产业链质量,完善配送体系,尽

快实现畜禽集中屠宰、冷链配送、冰鲜上市,确保产品可追溯.

到２０２２年,年产值１０亿元以上畜禽屠宰企业达到５０家.(省畜

牧局、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

四、加快推进饲料行业转型

支持技术改造、兼并重组、融合发展,建立配套产业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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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供应基地,促进饲料企业上下游延伸、集团化经营.严格规范

饲料企业质量管理,关停小散乱,淘汰落后产能.因地制宜挖掘

饲草料资源潜力,充分利用各类种植业原料,加强蛋白饲料资源

和生物饲料原料开发,增加就地就近饲草料供应比重.建立饲料

企业与粮食加工储备企业信息沟通衔接机制.到２０２２年,全省

培育年产值１００亿元以上企业１０个、１０亿元以上企业５０个.

(省畜牧局、省粮食和储备局)

五、积极支持延伸产业链条

充分发挥新旧动能转换基金作用,支持饲料、养殖、屠宰等

龙头企业改造提升、做大做强,引导肉禽、生猪、奶业、禽蛋等

龙头企业发展精深加工、改善流通条件、创新销售方式,延链补

链强链.加大现代家庭牧场培育力度,规范提升农民专业合作

社,密切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家庭牧场、养殖场户利益联结,把

中小养殖场纳入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种植、养殖、屠宰、加

工、配送、销售区域一体化格局.支持优势畜牧业大县、特色畜

牧业乡镇创建各类国家级、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和产业强镇.

(省畜牧局、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

六、深入开展粪污资源利用

用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支持配套建设粪污

收集、贮存、利用和除臭除味设施设备,基本实现畜牧大县全覆

盖.支持畜禽粪污第三方集中处理中心建设.畅通肥料化、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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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利用渠道,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使用和沼气、发电并网入户.

到２０２２年,形成粪污资源化利用千亿级产业,综合利用率达到

８３％.(省畜牧局、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

七、优化调整病死畜禽处理

优化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厂布局,改造提升收集体系,深化

处理产物综合利用,支持基础条件好、处理水平高的建设区域性

处理中心.足额落实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资金,从今年开始,

将牛、羊、家禽等其他畜禽品种纳入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省级补

助政策范围.推进无害化处理与畜禽保险联动.按规定落实企业

所得税优惠、增值税即征即退７０％的政策.加快建成布局合理、

覆盖全面、运转高效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体系. (省畜牧局、

省财政厅、山东银保监局、省税务局)

八、切实加快畜牧科技进步

加大科技项目对畜牧兽医领域倾斜力度,重点支持良种繁

育、精准饲喂、疫病防控、微生态制剂、精深加工、智能装备等

关键技术研究和示范推广项目.支持国家级生猪、牛羊核心育种

场和省级地方畜禽品种资源保种场 (基地)加大保护开发力度.

基于全省一体化大数据平台,推动畜牧业智慧化转型,加强监测

预警和监管服务,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畜牧业深度融合.到

２０２２年,畜牧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６８％.(省畜牧局、省科技

厅、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省大数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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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补齐动物卫生安全短板

按照健全体系、覆盖全面、分级负责的原则,加大动物卫生

安全基础设施投入.建设人畜共患病 (动物)防控中心,加强人

畜共患病监测、预防、净化、研究.建设动物疫情预警预报平

台,支持兽医系统实验室建设改造,省、市两级达到生物安全二

级以上标准、县级达到生物安全二级标准.保障动物卫生监督检

查站运行经费,支持开展乡镇兽医站、疫苗冷链体系以及生猪运

输车辆洗消中心 (点)建设改造,改善官方兽医监督执法手段,

加快无疫省建设.支持一体化企业创建无疫小区、规模养殖场开

展重点疫病净化.(省畜牧局、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卫

生健康委、省科技厅)

十、强化畜牧兽医监管服务

强化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监管,加大风险监测和监督抽检力

度,实施检打联动和行刑衔接,严厉打击私屠滥宰、购销加工病

死畜禽、非法添加违禁物质等违法犯罪行为,维护良好市场秩

序.支持公用品牌宣传,扩大公用品牌社会影响力.支持 “齐鲁

畜牧”电商平台和智慧供应链建设,发展 “线上下单、无接触配

送”模式,推广 “生鲜电商＋冷链宅配”. (省畜牧局、省公安

厅、省市场监管局)

各级要像重视粮食安全那样重视畜禽产品供应安全,将畜牧

业作为农业结构调整的优先方向,压实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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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贯彻落实意见,明确责任分工,拿出管用好用的实招硬招,

推动各项工作尽快见效.省政府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强化责任担

当,形成具体化可操作的工作方案,高标准抓好落实.要注重培

育典型,加强示范引导,促进高质量发展.建立大中型畜牧企业

包保制度,精准服务,协调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加强绩效评估,

定期报送进展情况,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地.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９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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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监

委,省法院,省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９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