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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 2020 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畜牧部

分）项目指南的通知 

吉牧联发〔2020〕8 号  

  

各市（州）畜牧业管理（农业农村）局和财政局，长白山管委会农水局和财政

局，县（市、区）畜牧业管理（农业农村）局和财政局，省直相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的实施
意见》(吉政发〔2018〕28 号)精神，加强专项资金管理，推进资金统筹使用，

探索实行“大专项+任务清单”的管理模式，根据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部署和全

省畜牧业发展重点任务，2020 年省级财政安排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畜牧部

分），支持全省畜牧业发展。为指导各地做好项目实施工作，确保政策有效落

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扶持内容  

  专项资金以“统筹兼顾、精准有效、科学合理、安全规范、注重绩效、公

开透明”为原则，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农业发展的总体部署，以推进乡村振

兴、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绿色生态导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为目

标，集中财力支持解决农业发展中的“瓶颈”问题，进一步提高现代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加农民收入。  

  2020 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畜牧部分），重点支持畜禽良种繁育、生

猪政策性奖补、畜牧业产业发展、畜产品质量安全、畜禽疫病防控和融资创新

六个支出方向。（详见附件 1)  

   二、资金管理方式  

  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的项目，实施项目法和因素法管理。  
  项目法管理的项目为经省畜牧局组织专家评审合格，由省级和市县相关单

位实施的项目。  

  因素法管理的项目，全部下达市县，由市县畜牧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统筹安

排。市县畜牧、财政部门应按项目指南和相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要求，结合实
际制定本地具体实施方案（任务清单详见附件 2），明确项目申报条件和范

围、奖补标准、评审验收、资金拨付、监督指导等相关要求以及部门之间职责

分工。市县实施方案于此通知下发之日起 60 日内，报送省畜牧局业务主管处室

备案。纳入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县，按照中央和省相关规定执行。  

   三、有关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全面探索实施“大专项＋任务清单” 管理方式改

革，各级畜牧、财政部门要积极适应项目管理方式改革的新要求，统一思想，

明确责任，切实加强协作配合，完善配套制度，按职责分工做好各项工作，市

县级部门要抓好政策落实，努力探索成熟有效的资金统筹使用机制，确保财政

支农政策有效落实。  

   （二）做好信息直报。凡市县确定扶持的新型经营主体（专业养殖大户、

家庭牧场、农民养殖合作社、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都要进入农业农村部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直报平台（http://download.xnzb.org.cn），按要求完

成认证并填报相关项目信息。  

   （三）强化政策公开。各级畜牧部门、财政部门要及时将政策措施和实施

方案向社会发布，按程序做好补助对象、补助资金等信息公开公示工作，强化
社会监督。要通过多种渠道方式宣传解读政策，使广大养殖户、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和基层干部准确理解掌握政策内容，积极营造有利于政策落实的良好氛

围。  

   （四）加强绩效管理。各级畜牧部门负责对省里下发的项目绩效目标完成
情况进行跟踪管理和督促检查。在年度结束后，项目实施单位主动开展绩效自

评，形成绩效报告报同级畜牧部门。各级畜牧部门按照省里绩效考评工作要

求，依据项目实施单位的绩效报告开展绩效自评，并形成本级绩效自评报告，

报送同级财政部门和上级畜牧部门。省畜牧业管理局对各单位和市县报送的自

评报告进行汇总并形成整体绩效自评报告，报送省财政厅。省财政厅根据工作

要求，采取聘请第三方机构等方式进行绩效总体考评，考核结果作为以后年度

分配资金的因素。  

   （五）注重信息调度。各级畜牧部门和省直项目实施单位要建立项目执行

定期调度督导机制，及时掌握项目执行和资金使用情况，分别于 2020 年 9 月

15日和 2020 年 11 月 15日前向省畜牧业管理局报送项目执行进度。要加强日

常监督管理，创新督导检查方式，及时妥善处理项目执行中的问题，重大事项

要及时向省畜牧业管理局、省财政厅报告。要做好项目实施总结，全面总结分
析项目执行情况、存在问题并提出有关建议， 项目实施总结请于 2021 年 1 月

20日前报省畜牧业管理局业务主管处室。  

   

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         吉林省财政
厅                               

  2020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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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2020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畜牧部分）项目指

南  

   

  2020 年省财政安排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畜禽良种繁育、生猪

政策性奖补、畜牧业产业发展、畜产品质量安全、畜禽疫病防控和融资创新六

个支出方向。  

   一、畜禽良种繁育方面  

   （一）畜禽遗传资源开发利用及畜牧科技提质增效和推广  

  绩效目标：推进畜禽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开展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技术推

广。  
  项目内容：支持草原红牛、东辽黑猪等吉林特色畜禽品种培育及选育提

高，共 11个项目，分等次进行补助；支持开展畜牧科技提质增效行动推进工

作，包括提升标准化畜禽培育服务站服务能力、推广 10 项畜牧科技提质增效实

用先进技术、开展畜牧实用技术培训；支持开展现代畜牧产业技术示范推广项
目 4 个，包括现代生猪产业技术体系、现代肉牛产业技术体系、现代肉羊产业

技术体系、现代家禽产业技术体系。  

  补助对象：通过评审的省直科研院所、省级相关部门、市县育种企业。  

   （二）种畜禽质量检测  

  绩效目标：开展种畜禽质量检测，确保种畜禽质量安全。  

  项目内容：支持开展种猪、种牛精液质量检测和种猪、种牛、种羊后裔测

定工作；支持开展种蜂精液质量检测工作。  

  补助对象：通过评审并承担检测任务的省级部门。  

   （三）肉牛核心育种场补贴  

  绩效目标：加强肉牛优良地方品种保种扩群。  

  项目内容：加强延边黄牛等优良地方品种保护扩群，经评审确定，支持全

省 4 个国家级肉牛核心育场建设。  
  补助对象：通过评审的省内国家级肉牛核心育种场。  

   （四）种公牛站补贴  

  绩效目标：加快肉牛繁殖改良，提高良种化水平。  

  项目内容：加快肉牛繁育改良，提升良种化水平，经评审确定，支持全省
4个种公牛站建设。  

  补助对象：通过评审的省内国家级种公牛站。  

   （五）吉林蜜蜂、乾华肉用美利奴羊、吉神黑猪等特色品种繁育与品牌创

建  

  绩效目标：支持蜜蜂、乾华肉用美利奴羊、吉神黑猪等特色品种扩繁推广

和品牌创建。  

  项目内容：开展特色品种繁育与品牌创建，支持蜜蜂、乾华肉用美利奴

羊、吉神黑猪 3 个特色品种，大力推动吉林优势特产畜牧业发展。  

  补助对象：通过评审的相关省级部门和市县育种企业。  

   二、生猪政策性奖补方面  

  （六）生猪引种补贴  

  绩效目标：恢复生猪生产，保障猪肉产品市场供应。  



  项目内容：为稳定我省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按照《关于印发稳定生

猪生产十四条措施的通知》（吉牧联发〔2019〕17号）第四条，给予种猪场引

种补贴，支持企业从省（国）外引进优良生猪品种，增强良种供应能力，稳定

生猪生产基础。据初步调度，截止到 3月底，各地 2019 年 8 月至 12 月引种所

需补助资金以实际发生为准，不足部分从 2021 年专项资金中安排支出。  

  补助对象：申报并经审核合格的生猪引种企业。  

  （七）一季度开门红奖励  

  绩效目标：恢复生猪生产，保障猪肉产品市场供应。  

  项目内容：对一季度供给能力强的生猪养殖企业（场）给予一次性奖励。

给予一季度出栏生猪 1 万至 2 万头的养殖企业（场）一次性 30 万元奖励；给予

出栏生猪 2 万以上的养殖企业（场）一次性 50 万元奖励。  
  补助对象：申报并经审核合格的生猪养殖企业。  

   三、畜牧业产业发展方面  

  （八）品种培育推广  

  绩效目标：提高品种培育推广水平。  
  项目内容：按因素法分配，可用于种猪场建设、种羊场建设、畜禽品种引

进、优质肉牛冻精补贴和畜牧繁改设施补贴。  

  补助对象：相关市县畜牧部门。  

   （九）梅花鹿种源保护利用及品牌创建  

  绩效目标：开展梅花鹿优良品种资源保护，加强“吉林梅花鹿”良种繁育

体系建设，创建吉林梅花鹿品牌。  

  项目内容：用于局本级开展梅花鹿良种登记、公共品牌与产品推介、梅花

鹿统计监测等；重点支持相关市县的双阳、东丰、四平、敖东、东大、长白山

6个品种（系）。  

  补助对象：通过评审并承担工作任务的相关省级部门；相关市县畜牧部门

及生产经营主体。  

   （十）梅花鹿养殖标准化  
  绩效目标：推进梅花鹿标准化规模养殖，提高标准化规模比例，提升养殖

规模和生产水平。  

  项目内容：采用因素法分配下达市县，用于项目市县开展梅花鹿标准化规

模养殖场（小区）建设。  
  补助对象：承担工作任务的相关市县畜牧部门及生产经营主体。  

   （十一）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绩效目标：重点推进畜牧大县以及辽河流域县市区实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进一步健全完善畜禽养殖废弃物收集、贮存、处理设施，提升规模养殖

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  

  项目内容：用于局本级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指导、评估、验收和

公益宣传等；支持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培训；支持开展养殖场粪污资

源化利用技术集成与研究。扶持市县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扶持规模养殖

场、第三方机构粪污处理设施建设，对畜禽粪污收贮运、畜禽粪肥施用和沼气

生产进行补贴。  

  补助对象：通过评审并承担工作任务的省级相关部门；市县规模养殖场和

第三方机构。  

   （十二）秸秆饲料开发利用  



  绩效目标：加快秸秆资源开发，提高秸秆饲料化能力和利用水平。  

  项目内容：用于省本级制定完成全省全株玉米青贮质量评定地方标准，建

设全株青贮玉米饲料大数据库。支持项目县市对秸秆饲料加工企业、养殖场

（户）2019 年度新建、改扩建的青（黄）贮窖、购买秸秆饲料加工机械和青贮

玉米种子进行补贴。  

  补助对象：通过评审并承担工作任务的省级相关部门；相关市县标准化养

殖场（含养殖户、企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等）。  

   四、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  

   （十三）无抗肉试点示范  

  绩效目标：提升标准化规模养殖水平，扩大无抗养殖试点示范。  

  项目内容：支持省级开展无抗品牌推广，无抗产品营销、无抗养殖技术培
训和无抗标准制定；拓展无抗养殖覆盖面，在长春市开展无抗养殖试点基础

上，向松原市和延边州拓展，推广应用无抗养殖技术、生产无抗产品、打造无

抗品牌。  

  补助对象：通过评审并承担工作任务的省级部门和相关市县畜牧部门。  
   （十四）突发事件应急及风险监测评估建设  

  绩效目标：加强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开展风险监测、监督抽检，主要畜

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稳定在 97％以上。  

  项目内容：用于局本级开展全省畜产品安全及安全生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培训、畜产品风险监测评估、“瘦肉精”监测预警和“两个安全”监督抽查；

及时开展违禁物质及危害因子快速筛查，尽早发现风险因子，有效掌控风险隐

患，有效处置突发事件。  

  补助对象：通过评审并承担工作任务的相关省级部门。  

   （十五）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监管  

  绩效目标：完成可食用动物产品合格证在全省猪、牛、羊、禽和特种经济

动物等方面的普及应用。  

  项目内容：  
  一是按照《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确保粮食生产和安全及扩大

“菜篮子”产品生产政策措施的通知》要求，在已建成的 55 个规模屠宰企业追

溯系统的基础上，全省再遴选 20 个牛羊禽屠宰企业、5 个禽蛋合作社推广应用

追溯系统和食用动物产品电子合格证，全程记录养殖、屠宰、流通等环节信
息，实现生猪、牛羊禽等主要畜禽品种的可追溯管理，确保“菜篮子”产品质

量安全。  

  二是按照省农业农村厅下发了《关于做好 2020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资

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将合格证制度所需资金列入 2020 年项目资金。由

于机构改革，全省还有 6个市、县（市、区）畜牧部门分设（长春市、榆树

市、德惠市、双阳区、宁江区、洮北区），不能享受农业农村厅的项目资金。

因此，补助以上市县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合格证试点工作。  

  补助对象：通过评审并承担工作任务的相关省级部门、申报并经审核合格

的市县畜牧部门。  

   （十六）动物及动物产品残留检测  

  绩效目标：完成生鲜乳质量安全检测 350 批次，动物及动物产品兽药残留

350 批次。  



  项目内容：依据农业农村部历年来下达我省的兽药质量监督抽检和风险监

测计划数量要求，支持开展对兽药生产、兽药经营及兽药使用环节抽样及检测

兽药产品 350 批次，对生鲜乳专项监测 350 批次。  

  补助对象：通过评审并承担检测任务的相关省级部门。  

   五、畜禽疫病防控方面  

   （十七）边境动物疫病防控  

  绩效目标：加强边境动物疫病防控能力。  

  项目内容：因素法分配给东部边境县市，支持针对东部边境动物疫情防控

带、候鸟迁徙和留鸟栖息带以及省际边界地区等高风险区域，完善外来动物疫

病监测巡查；切实加强引入监管，认真落实指定通道制度和隔离制度；强化防

治技术和应急物资储备，定期开展应急培训和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补助对象：承担工作任务的相关县市畜牧部门。  

  （十八）省级应急防疫储备物资及布病防护装备采购  

  绩效目标：保持省级应急物资储备库物资充足状态，及时支援全省各市县

口罩、防护服、消毒药等防护物资和器材，迅速扑灭突发重大动物疫情，保持
全省动物防疫形势稳定。采购布病防护装备并发放给布病老疫区防疫员，降低

人员感染风险。  

  项目内容：用于局本级开展省级动物疫情应急物资储备库采购消毒药、口

罩、手套、防护服等应急防疫物资，填补空缺、更新替换过期物资；省级统一

采购布病防控工作所需的消毒药、防护服、口罩、手套、鞋套、眼罩等防护物

资，发放布病重点防控市县。  

  补助对象：通过评审并承担工作任务的相关省级部门。  

   （十九）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运行  

  绩效目标：保障全省 40个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正常运行。  

  项目内容：用于补助全省 40 个省境间公路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监控、检测

消毒、监督执法车辆运行维护、人员防护及执法设备设施购置更新、印制全省

统一的监督执法记录等，保障其正常运行。依据上年绩效考核结果安排资金。  
  补助对象：全省 40 个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  

   （二十）种畜场动物疫病净化示范  

  绩效目标：在种畜禽场中开展禽白血病、布鲁氏菌病、结核病、猪伪狂犬

病的净化试验示范。  
  项目内容：支持开展对种畜净化场摸底调查、净化监测、技术指导和净化

评估等工作。  

  补助对象：通过评审并承担工作任务的相关省级部门。  

   （二十一）省级畜禽防疫及无害化处理补助  

  绩效目标：加强动物疫病防控，有效降低牲畜群体感染率，减少从业人员

及养殖户感染风险，确保公共卫生安全和食品安全。  

  项目内容：为中央动物防疫补助资金提供省级配套，开展强制免疫、养殖

和屠宰环节无害化处理、先打后补、强制扑杀等工作。  

  补助对象：承担工作任务的相关县市畜牧部门。  

   六、融资创新方面  

  （二十二）“吉农牧贷”试点  

  绩效目标：推进“吉农牧贷”扩点增面，拓展畜牧业发展融资渠道，提高

融资能力。  



  项目内容：重点支持已建立风险补偿金的县市开展“吉农牧贷”试点工

作。  

  补助对象：申报并承担工作任务的相关县市畜牧部门。  

  业务主管处联系方式：  

  省畜牧局畜牧发展处联系人：张宇霄；联系电话：0431-88906891。  

  省畜牧局畜产品加工管理处联系人：张友良；联系电话：0431-88906693。  

  省畜牧局畜产品加工管理处联系人：陈宏波；联系电话：0431-88906645。  

  省畜牧局饲料饲草处联系人：关百军；联系电话：0431-88906664。  

  省畜牧局防疫监督处联系人：崔立恒；联系电话：0431-8890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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