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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  

发展家养梅花鹿产业的意见 

吉政发〔２０１１〕３７号 

各市 （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 （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

委办、各直属机构： 

  梅花鹿是东北三宝之一。家养梅花鹿在我省已有３００余年历史，是我省

特色优势产业，已纳入吉林省 “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为贯彻落
实 《吉林省特色资源产业提升计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吉政

发 〔２０１１〕２１号），尽快将家养梅花鹿产业 （以下简称梅花鹿产

业）做大做强，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生产方式为主线，围绕 “科学发展、加快振

兴、富民强省”目标，坚持标准化规模养殖、精深化加工、产业化经营方向，

突破瓶颈制约，加强科技研发，实施品牌战略，推进优化升级，着力把梅花鹿
产业打造成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支撑县域经济增长，拉动全省现代牧业经济又

好又快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二）基本原则。 

  以市场机制调动和激发梅花鹿产业内生增长动力，依据市场走势，合理确

定产业基本生产能力，增强抗御养殖、市场双风险的能力。全面加强制度建

设，建立完善梅花鹿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增强梅花鹿产品市场竞争力。

加快梅花鹿产业科技创新，着力提高梅花鹿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以科技创

新支撑梅花鹿产业提质增效，扩能升级。 

  二、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一）发展目标。 



   加快构建两大产业园区、七大基地。到２０１５年，标准化规模养殖成为

基本经营方式，疫病防控能力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存栏５０只以上的梅花鹿规

模养殖比例达到４５％；形成品系配套的梅花鹿良种繁育体系；创造一批符合

国际标准的产品，巩固扩大国内、国际市场占有量，梅花鹿产业总产值达到３

００亿元。 

  （二）重点任务。 

  １ 科学规划布局，实行 “双核”发展战略。根据我省梅花鹿产业发展

实际，选择发展基础好的长春市双阳区、东丰县为核心梅花鹿产业园区，加快
标准化规模养殖场 （小区）建设，依托精深加工龙头企业，形成两大核心产

业园区。双阳梅花鹿产业园区，辐射长春、吉林、延边地区，形成３大产业基

地，构建长、吉、图产业轴；东丰梅花鹿产业园区，辐射辽源、四平、通化、

白山，形成４大产业基地，构建四、辽、通、白产业带。通过“双核”驱动，

形成以两大产业园区为核心、七大基地为支撑的梅花鹿产业格局。双阳区、东

丰县以此研究制定梅花鹿产业园区规划。 

  ２ 建设标准化养殖基地，加快生产方式转变。梅花鹿标准化规模养殖是

做大做强产业的基础。大力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梅

花鹿标准体系，抓紧制订梅花鹿系列标准，包括术语标准、种质标准、鹿场建

设、饲养管理、防疫规范、加工技术规范等。力争以我省标准化规模养殖技术

规程为蓝本，形成梅花鹿标准化规模养殖国标体系。确保 “十二五”期间，
我省梅花鹿产品及其加工制成品生产执行标准与国际接轨。 

  ３ 强化精深加工，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将梅花鹿产品精深加工作为产业

发展的战略重点，逐步由初级加工低端产品向精深加工高端产品转变，拉长产

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加快梅花鹿产业提质增效。培育精品名牌，打

造 “吉林梅花鹿”品牌效应。围绕梅花鹿加工龙头企业，加快以现代服务业

为主的配套产业发展，集聚资本，吸纳项目，形成梅花鹿产业集群。 

  ４ 加快科技研发，推动产业技术进步。整合优势科研力量，以企业为主

体，针对制约梅花鹿产业发展的技术难题，开展两个层面的联合研发攻关。一

是梅花鹿药理功效、食用安全性等研究，为梅花鹿产品进入食品和保健食品提
供科学依据。二是种质资源高效利用、标准化健康养殖与管理、重大疫病防

控、产品精深加工、包装储运等开发性研究，尽快形成应用转化一批、攻关研

发一批、后续储备一批的自主创新产品研发格局。加强梅花鹿产业专业人才队

伍建设，培育创新型科研团队，走产学研、育繁推一体化发展的路子，对梅花
鹿产业科技研发贡献突出的科研人员，按照省级人才开发资金有关规定给予奖

励。鼓励龙头企业建立技术研发中心。 

  ５ 完善相关政策，争取启动梅花鹿产品进入食品和保健食品试点。相关

部门要积极开展工作，争取国家在我省进行梅花鹿产业发展试点，通过实行从

出生、防疫、饲养到加工、销售的全程识别标识佩戴，建立谱系清晰、认证清

楚的可追溯体系，把家养与野生梅花鹿区分开来。同时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取

消对梅花鹿产品开发的限制。 



  三、组织领导和推进措施 

  （一）组织领导。 

  梅花鹿产业发展涉及多个领域，必须加强领导，形成推进产业发展的强大

合力。成立吉林省梅花鹿产业推进领导小组，由分管副省长任组长，分管副秘
书长、畜牧局局长任副组长，省发展改革委、省农委、省财政厅、省工信厅、

省科技厅、省卫生厅、省国土资源厅、省林业厅、省工商局、省食品药品监管

局、省质监局、省畜牧局、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特产研究所

等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主要职责是，对梅花鹿产业规划布
局、发展目标、扶持政策等重大问题的决策部署，协调相关部门，为产业发展

献策出力，履行职责。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畜牧局，负责日常工作。领导小

组下设四个推进组：一是产业发展规划推进组。由省畜牧局、省发展改革委牵

头，省工信厅、省农委、省国土资源厅、省林业厅、省科技厅参加，主要负责

全省梅花鹿产业发展规划布局和组织实施，以 “双核”发展战略为驱动，重

点抓好两大产业园区、七大基地建设。 

  二是科技研发与产品开发推进组。由省科技厅牵头，省财政厅、省农委、

省工信厅、省畜牧局、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特产所参加，负

责组织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与相关企业，组成若干课题组，开展梅花鹿药理功

效基础研究、食用安全性研究、精深加工技术和高端产品的研发攻关，打造和

培育知名品牌。三是政策法规推进组。由省林业厅牵头，会同省发展改革委、
省农委、省畜牧局负责与国家相关部委协调，争取政策支持，申请在我省进行

梅花鹿产业发展试点，解决家养与野生梅花鹿的区分问题；由省卫生厅牵头，

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省林业厅、省农委、省畜牧局负责与国家相关部委协调，

争取政策支持，开展试点，促进梅花鹿产品进入食品；由省食品药品监管局牵
头，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省林业厅、省农委、省畜牧局负责与国家相关部委协

调，争取政策支持，开展试点，促进梅花鹿产品进入国家保健食品原料目录，

放开对梅花鹿产品开发的限制。四是良种繁育与养殖标准化推进组。由省畜牧

局牵头，省财政厅、省科技厅、省工商局、省质监局、省食品药品监管局、中

国农科院特产所、吉林农业大学参加，主要负责制定梅花鹿良种繁育、标准化

规模养殖、疫病防控等实施方案。相关市 （州）和县 （市、区）也要成立

相应机构，配备人员，赋予职能，形成上下一体、左右贯通、运转高效、反馈

顺畅的推进工作机制。 

  （二）推进措施。 

  １ 健全完善梅花鹿良种繁育体系和疫病防控体系。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是

梅花鹿产业发展的基础工程，关系到产品的质量和信誉。要加强梅花鹿种质资

源保护，建立体现地域资源特色的保种场。尽快制定种质资源保护办法，防止

境外以合资合作名义窃取和抢注梅花鹿遗传基因专利。要充分发挥产业基地资

源优势，依托现有种鹿场，“双阳”、“东丰”、“四平”、“敖东”等４个

品种的梅花鹿种源，每个种源至少建立１个梅花鹿良种基地。加大对梅花鹿种

公鹿选育的支持力度，并建设配套的良种扩繁场，推广梅花鹿人工授精技术，

全面提高我省梅花鹿的品种优势。要坚持一手抓发展、一手抓保护的方针，切



实加强梅花鹿疫病防控体系建设。要进一步加快梅花鹿疫病监测分析等技术装

备设施的更新改造，提高预警、预报能力。认真落实梅花鹿疫病防控措施，对

患有结核、布病等人畜共患病的病鹿按规定坚决进行扑杀，确保梅花鹿健康养

殖。 

  ２ 加大政策资金扶持力度。梅花鹿产业是省政府确定重点发展的三大特
色产业之一。要按照 《吉林省特色资源产业提升计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

５年）》，增加特色产业发展资金投入，支持梅花 鹿产业发展，并随财力增长

逐步增加投入，重点用于扶持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标准化规模养殖、疫病防控

体系建设、梅花鹿产品市场开发和建设。加大对梅花鹿产业重点项目扶持力

度，在项目立项、审批程序、资金投放、建设用地、企业注册、商标培育等方

面给予重点倾斜，并纳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支持范

围，享受相关优惠政策。要坚持财政专项资金和金融信贷资金相结合，充分利

用畜牧业贷款担保公司，构建梅花鹿产业投融资平台，创新金融产品，增加对

梅花鹿产业的信贷投放规模。通过投资拉动，项目带动，创新驱动，尽快把梅

花鹿产业做大做强。力争在 “十二五”末期，确立我省梅花鹿产业在全国乃

至国际上的领先地位。 

  ３ 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全力打造 “吉林梅花鹿”品牌。巩固提升传统

知名品牌，鼓励支持申办 “吉林梅花鹿”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扶持 “吉林

梅花鹿”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本着加快发展、跟进规范的原则，进一步做好梅

花鹿产品认证工作，逐步形成以 “吉林梅花鹿”品牌为主体，龙头企业自主
创新品牌为补充的品牌系列。鼓励扶持企业搞好品牌开发，加快自主创新，实

现差异化发展，培育和形成新的知名品牌。对开发培育出国家名牌、创出全国

驰名商标的企业，按有关规定落实奖励政策。要加强品牌保护，防止境外恶意

抢注，积极开展工作，将 “吉林梅花鹿”尽快打造成全国驰名商标。要完善

品牌产品营销网络，扩大市场占有份额。 

  ４ 加快梅花鹿产业标准体系建设。尽快编制吉林省梅花鹿产业标准体系

建设规划，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梅花鹿标准体系，制（修）订梅花鹿饲养、加工

技术规程和梅花鹿产品地方标准。尽快制定梅花鹿食品系列技术标准、营养保

健品技术标准、日用化工品系列技术标准，确保标准的先进性、适用性和可操

作性。力争在 “十二五”期间，形成比较完善的 “吉林梅花鹿”产业标准

体系，用产业标准规范产业发展。 

  ５ 加强梅花鹿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要加快建立梅花鹿标识溯源系统，推

行梅花鹿耳标佩戴，以耳标为载体，以移动信息技术为手段，通过标识编码、

标识佩戴、身份识别、信息录入与传输、数据分析和查询，实现养、加、销全

程监管。工商、质监等部门要认真做好梅花鹿产品品牌认证工作，进一步加强

梅花鹿产品市场监管，在强化标准、创新品种、提升质量的前提下，提高市场

准入门槛，切实搞好梅花鹿产品质量安全检查监测，防止恶意竞争破坏市场秩

序，维护 “吉林梅花鹿”产品形象和消费者利益，保持对假冒伪劣产品治理

打击的常态化、制度化。健全完善梅花鹿产品质量安全责任追究制度，规范梅

花鹿生产经营行为。规模养殖场 （小区）要普遍建立养殖档案，详细记录梅

花鹿品种、谱系、产地、数量、免疫日期、免疫人员、疫苗名称、养殖代码、



标识顺序号、饲料、用药等情况，做到问题产品有源可溯、有责必究，保障梅

花鹿产品质量安全。 

  ６ 建立激励约束机制。要按照梅花鹿产业发展规划，把各项任务层层分

解，细化指标，落实到有关部门。要把梅花鹿产业发展成效纳入相关政府和有

关部门岗位责任制。制定综合考评体系，对落实和完成责任制成效显著的单位
和个人，给予表彰；对行动迟缓、落实不力的给予通报批评。 

  二○一一年八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