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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各直属机构： 

  现将《吉林省“放心肉”工程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吉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０日 

吉林省“放心肉”工程实施方案 

  按照省委、省政府实施“健康米”、“放心肉”、“食品药品安全放心”

工程的决策部署，为加快推动我省畜牧业转型升级，打造食源性优质安全畜产

品生产基地和“放心肉”品牌，提高我省畜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促进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思路和主要目标 

  （一）总体思路。 

  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五大发展”、“六型农业”的战略部署，坚持以

发展现代牧业经济为中心，以全产业链建设为主线，以标准化生产为重点，以

品牌开拓市场为抓手，以无疫区建设为载体，创新发展模式和机制，全面提升

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打造具有吉林特色的现代牧业经济转型升级版，推动畜

牧业大省向畜牧业强省跨越。 

  （二）主要目标。 

  力争到２０１７年，基本建成食源性安全畜禽生产基地和中国优质畜产品

加工基地，畜牧业经济结构全面优化升级。 



  １.畜牧业经济总量全面提升。全省肉类总产量达到３３０万吨，比２０１

３年增长２７％；畜禽养殖业产值达到１４５０亿元，比２０１３年增长２

１％；规模以上畜产品加工企业销售收入达到６００亿元，比２０１３年增长

３０％。 

  ２.现代畜牧业发展水平全面提升。全省畜禽规模养殖比重达到８９％，比
２０１３年增长９％；畜产品精深加工量占加工总量的比重达到３７％，比２

０１３年增长１０％；精深加工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达到４２％，比２０１３

年增长１１％。 

  ３.畜产品放心安全信誉度全面提升。全省基本建成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病

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实现１００％；畜禽及其产品检疫率、全程可追溯率达到１

００％，有害物质抽检合格率达到国家规定标准，“放心肉”品牌基本建立。 

  ４.畜产品品牌营销水平全面提升。新增省级名优畜产品品牌１０个，品牌

拉动市场能力明显增强；畜产品外销量达到２００万吨，比２０１３年增长３

０％；畜产品出口创汇２.２亿美元，市场占有份额明显提升。 

  二、重点任务 

  （一）建设无规定动物疫病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我省中长期动物疫病
防治规划，在全省实施无疫区建设，逐步控制和消灭严重危害畜牧业发展和人

类健康的重大动物疫病，发挥无疫区品牌效应，使吉林肉真正成为国内外市场

的放心肉、安全肉。 

  １.建设无疫病省。按照动物疫病实行区域化管理的总体要求和我省动物疫

病防控现状，扎实推进无疫病省建设。一是建设免疫无口蹄疫省。用三年时

间，强化软硬件建设，建成动物免疫、疫情监测预警、动物卫生监督和应急管

理四大体系，增强综合防控能力，提高科学防疫水平。通过免疫实现无疫、监

测证明无疫、监管保障无疫，最终使我省成为免疫无口蹄疫省。二是实施布病

分区控制策略，在全省范围内达到布病控制标准。坚持联防联控、分区防治、

分类指导的原则，采取“免疫、检疫、宣传、监管、消毒、扑杀”等综合性防

治措施。控制西部布病高流行区，稳定控制中部布病低流行区，净化东部布病

低风险区。要强化易感人群宣传教育，加强畜牧兽医从业人员职业防护，降低

人间疫情发生风险。力争到２０１７年，长春、吉林、四平、辽源、松原、白

城６个地区达到控制标准，其他地区达到稳定控制标准。三是适时组织在全省

开展其他重点动物疫病的区域化控制，提前谋划，早作准备，打好基础，使更
多的疫病控制达到无疫病省要求。 

  ２.建设无疫病企业。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分期分批打造生物安全隔离区，

建设无疫病企业。鼓励禽类出口加工企业、重点龙头养殖企业率先建设禽流感

等禽类疫病生物安全隔离区，打响无疫病企业品牌，促进产品外销，出口创

汇。 



  ３.建设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体系。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和分级分类的

原则，建立以省动物卫生安全处理中心、区域无害化处理场、乡镇无害化处理

湿化池及养殖（屠宰）场无害化处理设备为主体的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体系。

认真落实经营者对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的主体责任和基层政府部门的监管责

任，落实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补贴制度，形成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长效机

制。坚决防止病死动物流向市场，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二）建设食源性优质安全畜禽养殖基地。按照省委、省政府发展生态

型、智慧型、效益型、特色型、开放型、安全型农业的总体要求，在全省建设

５０００万头生猪、１０００万头肉牛、１０００万只肉羊、５亿只肉鸡和３

０万头奶牛生产基地，推动畜牧业由传统饲养方式向标准化规模生产转变，由

数量扩张向数质并重内涵增长转变，建设全国重要的食源性优质安全畜禽养殖

基地。 

  １.大力发展规模化标准化养殖。坚持政府扶持、多元投入、多方建设的方

针，重点支持龙头加工企业、家庭牧场和合作经济组织等，自建联建规模大、

标准高的养殖场（小区），加快养殖方式转变，促进产业升级。重点支持万头

以上猪场、千头以上牛（羊）场、百万只以上禽场建设。加强主要畜禽标准体

系建设，加快研制一批技术先进、安全可靠、可操作性强且易于实施推广的畜

禽品种、养殖、管理等地方标准项目，重点创建一批国家级、省级畜禽综合标

准化示范区。力争到２０１７年，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由现在的９

０００个发展到１.２万个，建成国家级标准化示范场１５０个，省级标准化示
范场５００个，畜禽标准化养殖比重由现在的５０％达到６５％。 

  ２.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养殖。充分利用国家秸秆养畜示范县和省级新型秸秆

饲料开发项目政策，加大秸秆等粗饲料开发力度，积极培育秸秆饲料龙头企
业，推广普及秸秆利用先进技术，大力发展秸秆畜牧业。力争到２０１７年，

饲料加工利用农作物秸秆９５０万吨，利用率达到 26％，比２０１３年增长

９％。坚持草原保护与科学利用并重，围绕西部生态区建设，大力发展草地畜

牧业、生态畜牧业，推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 

  ３.大力发展现代畜禽种业。加大优势畜禽品种和地方特色品种推广开发力

度，推动畜牧种业升级，打造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良种品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
从国外引进优良畜禽品种，提高生产性能和效益。加大吉林优质特色黑猪、草

原红牛、延边黄牛、梅花鹿等地方良种推广力度，逐步扩大规模，形成区域优

势特色畜牧业。力争到２０１７年，主要畜禽全面实现良种化。 

  ４.大力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结合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农业污染源治理、

中部黑土地保护等工程建设，采取以奖促治、以奖代补等形式，每年支持５０

０个养殖污染治理项目。大力推广沼气生产、有机肥加工、生物燃料制作、生

物质发电等资源化利用模式，搞好综合治理。加快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优先

推广 “农牧结合，种养平衡”的“零排放”模式，促进畜牧业与种植业、农村

生态建设协调发展。力争到２０１７年，全省建成高效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设

施１５０个，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率由现在的５０％达到７０％

以上。 



  （三）建设优质安全畜产品加工基地。按照开放发展、开放型农业的发展

理念，扩大招商引资，集聚域内外资本生产要素，引进畜牧产业化大项目，推

动畜禽养殖、屠宰加工、兽药饲料和营销服务等相关产业集群发展，加快打造

现代畜牧业转型升级版。突出省级１３个投资亿元以上和市、县级１９个投资

千万元以上畜牧产业化项目，建设生猪、肉牛、肉羊、肉鸡和奶牛５个全产业

链。大力发展精细精深加工，下功夫淘汰落后产能，实现技术改进、产品换

代、产业升级，建设全国重要的优质安全畜产品加工基地。 

  １.建设生猪全产业链。突出抓好中粮５００万头、正邦６００万头、温氏

５００万头、雏鹰４００万头、齐全１００万头、中新成１５０万头、新希望

１５０万头、华正１００万头、精气神３０万头等１３个生猪产业化项目，打

造中西部以国外引进品种为主体的良种猪产业带、东部以森林猪和山黑猪为主

体的特色生猪产业带。力争到２０１７年，全省猪肉产量达到１８０万吨，比

２０１３年增长２９％；精深加工产品品种达到２４０个，比２０１３年增长

２５％；生猪养殖业产值达到３８０亿元，比２０１３年增长２７％；加工业

销售收入达到３００亿元，比２０１３年增长５７％。 

  ２.建设肉牛全产业链。突出抓好皓月、大润德等４个肉牛产业化项目，打

造中部农区西门塔尔优质肉牛生产基地、东部山区半山区延边黄牛生产基地、

西部半农半牧区草原红牛生产基地。同时，建设好以长白山黑牛为主体的高档

肉牛生产基地，扩大规模，扩大产能。力争到２０１７年，全省牛肉产量达到

５０万吨，比２０１３年增长１１％；精深加工产品品种达到４５０个，比２
０１３年增长１５％；肉牛养殖业产值达到５４０亿元，比２０１３年增长１

５％；加工业销售收入达到５００亿元，比２０１３年增长４５％。 

  ３.建设肉羊全产业链。重点围绕麒鸣、亚亨、众邦、乾羊、秋林集团等龙
头企业，支持建设肉羊全产业链，突出打造松原、白城优质安全肉羊生产基

地。力争到２０１７年，全省羊肉产量达到５万吨，比２０１３年增长２

５％；精深加工产品品种达到１００个，比２０１３年增长 50％；肉羊养殖业

产值达到６５亿元，比２０１３年增长３０％；加工业销售收入达到５１亿

元，比２０１３年增长５４％。 

  ４.建设肉鸡全产业链。突出抓好正榆１亿只肉鸡等６个产业化项目，围绕
德惠、农安、公主岭、东丰、敦化、柳河、大安等肉鸡屠宰加工基地县

（市），打造中部、西部、东部三个肉鸡产业集群。力争到２０１７年，全省

鸡肉产量达到６５万吨，比２０１３年增长３０％；精深加工产品品种达到３

１０个，比２０１３年增长２５％；肉鸡养殖业产值达到８０亿元，比２０１

３年增长１４％；加工业销售收入达到８４亿元，比２０１３年增长４０％。 

  ５.建设奶牛全产业链。围绕广泽、吉林艾倍特、敦化美丽健、乾安蒙牛等

６个龙头企业，重点支持奶牛产业化项目，打造长白山、松辽平原、松嫩草原

三个奶源带。力争到２０１７年，全省奶牛发展到３０万头，比２０１３年增

长３５％；牛奶产量达到７０万吨，比２０１３年增长５０％；精深加工产品

品种达到１７０个，比２０１３年增长４０％；奶牛养殖业产值达到３０亿



元，比２０１３年增长５０％；加工业销售收入达到１５亿元，比２０１３年

增长１５％。 

  （四）强化品牌市场开发。深入实施品牌开发战略，打响吉林优质安全畜

产品品牌，形成以品牌开拓市场、以市场拉动发展的有力格局，扩大影响力，

提升畜牧产业核心竞争力。 

  １.鼓励企业创造名优品牌。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质量为

基础，深入实施畜产品品牌开发战略，在进一步做大做响现有品牌的基础上，

鼓励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打造名优畜产品品牌，提升品牌核心竞争
力。 

  ２.积极培育地方特色品牌。顺应市场对畜产品的多样化消费需求，以“皓

月”、“德大”、“阿满”、“华正”等驰名商标品牌为引领，以“老昌”、 

“老韩头”等吉林省著名商标品牌为重点，以“双阳梅花鹿”、“通榆草原红

牛”、“延边黄牛”等地理标志商标品牌为特色，支持地方品牌做大做强。重

点加强畜产品品牌建设，力争用３年时间，打造一批知名度高、具有地方特

色、市场竞争力强的行业品牌，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 

  ３.大力创建优质安全品牌。以发展“无公害、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畜

产品为重点，加快发展一批优质安全畜产品品牌。启动实施绿色、有机和地理

标志产品认证，力争到２０１７年，培育绿色有机畜产品生产基地１００个，

发展地理标志畜产品２０个，认定无公害畜产品生产基地１５００个，认证产

地规模３亿头（只），认证产品总量２００万吨。 

  ４.加强品牌宣传推介和市场开发。充分利用信息网络、大型展会、品牌招

商、新闻发布等形式，加大“吉字号”畜产品宣传推介力度，提升产品知名

度，拓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创新畜产品营销方式，大力发展产销对接、网络

直销、电子商务、远期交易和现代物流，提升畜禽及其产品营销水平。 

  （五）加强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等

法律、法规，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

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严格把好畜产品质量安全关。 

  １.加强安全监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省、市、县、乡四级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机制，完善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技术支撑体系，加强基层队伍建设。坚持

从严管理、从严执法、从严处置的原则，强化源头防控措施，保障畜产品质量

安全。一是加强畜牧投入品监管。深入开展兽药、饲料（添加剂）等投入品专

项整治，依法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使用假劣兽药和饲料非法添加剂等违法行

为，杜绝不合格产品进入市场。坚决取缔严重违法、违规生产经营企业。加大

养殖环节监管力度，落实规模养殖场（小区）安全主体责任，提升源头防控能

力和水平。二是加强畜禽屠宰监管。依法规范屠宰厂（场）生产经营行为，严

格执行进厂（场）登记、肉品检验、无害化处理等制度。依法对屠宰加工畜禽
实行全程检疫，确保出厂（场）肉类产品质量安全。加强屠宰企业管理，严格



经营从业条件和标准，强化专项整顿，坚决淘汰不达标企业。支持有条件的屠

宰企业开展设施设备和检验检测能力改造，提升技术装备水平。三是加强生鲜

乳质量安全监管。强化对生鲜乳收购站、运输车辆的监督检查，坚决取缔不合

格奶站和运输车辆。加强生鲜乳质量安全监测与监督执法，加强对奶牛养殖场

的清理排查，强化监督力量和监控手段，严厉打击在生鲜乳中掺杂使假、添加

有毒有害物质等不法行为，确保生鲜乳质量安全。四是加强市场流通环节监

管。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加强畜禽及其产品销售市场管理，严厉打击私屠滥

宰、“注水肉”、“病害肉”、经营不合格动物及其产品等违法行为，规范畜

产品市场流通秩序，确保人民群众吃上“放心肉”。 

  ２.加强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建立畜产品生产过程追溯信息采集和传输

平台，制定和完善质量追溯管理制度规范，鼓励龙头企业、规模养殖场（小

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生产经营主体开展追溯试点。按照畜产品生产经营链

条，从强化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入手，建立规模养殖企业实名登记备案制

度，加强畜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管理，逐步实现从饲养到餐桌全过程可追

溯，确保“生产有记录、信息可查询、流向可跟踪、产品可召回、责任可追

究、质量有保障 ”。 

  ３.加强责任追究体系建设。建立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责任制，落实经营者

主体责任、属地责任和监管责任。健全完善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相关制度，规

范行政执法行为，坚持“谁经营、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和“谁审

批、谁负责”的原则，加强责任追究体系建设。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吉林省实施“健康米、放心肉”工程领导小组负责

工程组织实施，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放心肉”工程办公室设在省畜

牧局，负责日常工作的协调调度、综合汇总和情况反馈。各地也要成立相应的

协调机构，把实施“放心肉”工程作为农村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来抓，主要负

责人要高度重视，研究部署，分管负责人要靠前指挥，抓好落实，为工程实施

提供支持，搞好服务，形成合力推进的良好氛围。 

  （二）逐级落实工作责任。各地要坚持因地制宜和突出重点的原则，明确
具体推进措施，逐级、逐年、逐项细化目标责任，建立目标责任落实机制，做

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建立督导反馈机制，落

实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责任，强化督促检查，把“放心肉”工程纳入各级政府

绩效工作考核范围，推进各项工作落实。 

  （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各地要认真落实国家和我省的各项强牧惠牧政

策，因地制宜地研究制定实施“放心肉”工程的具体扶持政策，能给的政策要

给足给到位，实现政策推动效应的最大化。要统筹整合各类强牧惠牧资金项

目，重点向“放心肉”工程实施上倾斜。要加强对畜牧业投资项目及资金运作

等方面的监管，防止和杜绝挤占、挪用、截留等问题发生，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放大政策扶持效应。同时，要进一步吸引社会和工商业资本向畜牧业集

聚，支持畜牧业加快发展。 



  （四）创新畜牧业融资机制。强化政策导向作用，大力吸引村镇银行、贷

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进入畜牧业融资

领域。鼓励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主体通过内部联保、龙头企业信用担

保等形式，建立为养殖户提供贷款的融资模式。要抓好养殖业政策性保险的落

实，逐步扩大保险畜种范围和覆盖面，探索建立保险与信贷联动机制。利用土

地收益保证贷款政策，探索推进利用养殖圈舍、草场和活体畜禽等畜牧物权开

展抵押融资贷款试点，从根本上解决好畜牧业发展融资难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