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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 

畜牧业健康养殖和规模化生产的意见 

吉政发〔200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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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直属机构： 

  为推动畜牧业优先发展，推广健康安全的养殖模式，提高养殖业规模化水

平，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现就全省畜牧业健康养殖和规模化生产提出如

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标准化生产为主线，以提高资
源利用率、改善人居环境、生产优质安全畜产品、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大力

推广健康养殖，发展规模饲养，加快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推动畜牧业产业全

面升级，实现全省牧业经济三年登上新台阶。 

  （二）基本原则。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有序推进；坚持政府扶持，

多元投入，合力建设；推行清洁生产、健康养殖，实现畜牧业生产与环境安全

和谐发展。 

  （三）总体目标。到２０１０年全省畜禽规模化饲养比例由２００６年末

５０％（其中，规模养殖户饲养比例占４５％）增加到７０％（其中，规模养

殖户饲养比例占５０％），畜禽粪便等污染物处理、循环利用率由３０％增加
到５０％以上；到２０２０年，全省畜禽规模化饲养比例增加到９０％以上

（其中，规模养殖户饲养比例占４０％左右），畜禽粪便等污染物处理、循环

利用率达到９０％以上，基本实现清洁生产、健康养殖，畜禽饲养的规模化、

标准化水平全面提升，人畜混居、畜禽混养的传统生产方式得到基本改变。 

  二、科学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 



  （四）省和各地要从实际出发，制定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建设的目标、

任务和具体规划，合理布局、分步实施。搞好水、电、路等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为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生产创造必要条件。 

  （五）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要建在地势平坦干燥、背风向阳、未被污

染、无疫病的地方；距铁路、公路、城镇、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５００米以
上，距离居民区上风向２０００米以上；距离其他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屠

宰场、畜产品加工厂、畜禽交易市场、垃圾及污水处理场所等１０００米以

上，要远离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以及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生

产区、生活区、隔离区、污物处理区、病畜禽无害化处理区明显分离。 

    （六）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养殖规模标准为：蛋鸡存栏２０００只以

上；肉鸡年出栏５０００只以上；生猪年出栏３００头以上；肉牛年出栏５０

头以上；羊存栏１００只以上；奶牛存栏５０头以上；兔年出栏５０００只以

上；鹿存栏３０只以上；貂、狐、貉存栏均在１００只以上；鹅、鸭存栏分别

在１０００只和２０００只以上。 

  三、大力推广健康养殖 

  （七）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必须建设畜禽粪便、废水和其他固体废弃物

环保处理设施，保证污染物达标排放，防止污染环境。用水要符合国家饮用水

标准，不得使用国家禁止的饲料、饲料添加剂及兽药等投入品，严格执行休药

期的规定。推行清洁安全生产。 

  （八）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必须建设兽医室，配备专职防治人员。隔离

观察舍、消毒池、消毒室，畜禽污染物和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等配套设施齐

全。同场和同小区内不得饲养两种以上的畜禽。饲养、防疫、诊疗等从业人员

无人畜共患病。 

  （九）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要建立养殖档案，记录养殖畜禽的品种、来

源、数量、繁殖记录和进出场日期；饲料、饲料添加剂、兽药等投入品的名

称、产地、规格、批号、使用对象、时间和用量；检疫、免疫、消毒、畜禽发

病、死亡和无害化处理情况。 

  （十）按照国家无公害、绿色、有机畜产品标准要求，对符合条件的畜禽

养殖场、养殖小区生产的畜禽产品，开展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建立完善畜产

品安全追溯制度，加强 “从饲养场到餐桌 ”的全程监管，提升畜产品质量安

全水平，为开拓国内外市场创造有利条件。 

  四、合理安排规模化养殖用地 

  （十一）县级畜牧主管部门要依据上级畜牧业发展规划和本地畜牧业生产

基础、农业资源条件等，编制好县级畜牧业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和方向，

提出规模化养殖用地的数量、布局和规模要求。在当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尚未
修编的情况下，县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对于规模化养殖用地实行一事一议，依



照现行土地利用规划，做好用地论证等工作，提供用地保障。下一步新一轮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时，要统筹安排，满足畜牧业规模化养殖用地需求。 

  （十二）规模化养殖用地的规划布局和选址，应坚持鼓励利用废弃地和荒

山荒坡等未利用地、尽可能不占或少占耕地的原则，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各地

在土地整理和新农村建设中，可以充分考虑规模化畜禽养殖的需要，预留用地
空间，提供用地条件。任何地方不得以新农村建设或整治环境为由禁止或限制

规模化畜禽养殖。对确定的畜禽规模化养殖用地，不得擅自改变为非农业建设

用途，防止借国家鼓励规模化养殖之机圈占土地，进行非农业建设。 

  （十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和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按照乡（镇）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畜禽舍等生产设施及绿化隔离

带，所需用地按农用地管理，作为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用地，不需办理农用地转

用审批手续。其他企业和个人兴建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所需用地，实行分类

管理。管理和生活用房、疫病防控设施、饲料储藏用房、硬化道路等附属设

施，属于永久性建（构）筑物，其用地比照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需依法办

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 

  （十四）申请规模化畜禽养殖的企业或个人，需经乡（镇）人民政府同

意，向县级畜牧主管部门提出规模化养殖项目申请，进行审核备案。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农民和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申请规模化畜禽养殖的，经县级畜牧主

管部门审核同意后，乡（镇）国土所要积极帮助协调用地选址，并到县级国土
资源管理部门办理用地备案手续。涉及占用耕地的，要签订复耕保证书，原则

上不收取保证金或押金；原址不能复耕的，要依法另行补充耕地。 

  其他企业或个人申请规模化畜禽养殖的，经县级畜牧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后，县（市）、乡（镇）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积极帮助协调用地选址，并到县

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办理用地备案手续。其中，生产设施及绿化隔离带用地占

用耕地的，应签订复耕保证书，原址不能复耕的，要依法另行补充耕地；附属

设施用地涉及占用农用地的，应按照规定的批准权限和要求办理农用地转用审

批手续。 

  （十五）规模化畜禽养殖用地要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
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以出租、转包等合法方式取得，切实维护好土地

所有权人和原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县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在规模化畜禽养殖

用地有关手续完备后，及时做好土地变更调查和登记工作。因建设确需占用规

模化畜禽养殖用地的，应根据规划布局和养殖企业或个人要求，重新相应落实
新的养殖用地，依法保护养殖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五、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十六）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从实际出发，把推进健康养殖、规模化生产

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畜牧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指

导、管理、监督、协调、服务的职能作用。发展改革、国土资源、财政、建



设、农业、林业等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共同推进畜牧

业生产方式转变，促进现代牧业经济发展。 

  （十七）新农村建设资金和农业产业化资金要重点向畜禽养殖场、养殖小

区建设倾斜。根据农业产业化贷款贴息专项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对符合条件

的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贷款户予以贴息补助。银信部门对畜禽养殖场和养殖
小区生产所需的流动资金要优先给予贷款支持。 

  二○○七年十二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