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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关于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吉林

省优质苜蓿基地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吉牧加发〔2021〕4号  

   

各市（州）畜牧业管理（农业农村）局、县（市、区）畜牧业管理（农业农

村）局，长白山管委会农业和水利局：  

  为加快推进全省奶业振兴，保障奶牛优质饲料来源，省畜牧局制定了《关

于加快推进吉林省优质苜蓿基地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请各地结合实际，深

入开展政策解读和宣传，积极开展项目摸底和项目储备等前期准备工作，全面

抓好贯彻落实。省畜牧局将根据今年国家项目资金安排，适时制定出台项目实

施方案，全面开展优质苜蓿基地建设，确保我省奶牛优质饲料有效供给。  

   

   
   

    

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  

  2021 年 1月 8日  

   

   

   

    

关于加快推进吉林省优质苜蓿基地建设工作的指导

意见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奶业振兴保障乳品质量安全的意见》

（国办发〔2018〕43号）精神和农业农村部等 9 部委《关于进一步促进奶业振

兴的若干意见》（农牧发〔2018〕18 号）要求，加快推进我省奶牛产业发展，

为奶牛提供优质饲草料来源，全面提升生鲜乳质量，结合吉林省实际，对优质
苜蓿基地建设工作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建设优质苜蓿基地的重要意义  

  奶业是健康中国、强壮民族不可或缺的产业。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奶

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苜蓿是奶牛等草食家畜的重要优质饲
草，被誉为“牧草之王”，发展苜蓿产业，为奶牛提供优质饲草，做大做强民

族奶业，实现奶业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全省通过实施振兴奶业苜蓿

发展行动，增加了优质苜蓿供给量，促进了奶牛单产和生鲜乳质量的提升。随



着奶业振兴的持续推进，奶源价格的不断攀升，对奶源的需求量也会提高，因

此，对优质苜蓿的需求必将持续增加。建设优质苜蓿基地，促进苜蓿产业高效

发展，是快速提升苜蓿产量和质量的重要措施，是提高奶牛产业竞争力的重要

抓手，是助推吉林省奶业振兴的重要保障。  

   二、总体布局及目标  

  根据苜蓿自然适宜性、区域生产条件及现状，结合全省奶业发展情况，重

点在中西部地区、兼顾中、东部地区，建立一批标准化优质苜蓿生产加工基

地，促进种养结合。到 2025 年，全省奶牛存栏达到 20万头，新增或改造提升

优质苜蓿种植面积 20万亩，苜蓿干草平均单产达到 600 公斤/亩，二级及以上

标准的苜蓿干草比例达到 50%以上，万吨级草业龙头企业 3个以上。  

   三、准确把握政策内涵  
  用足用好国家政策，充分发挥国家政策的引领和导向作用，在总体把握国

家政策的前提下，使其符合吉林省情、社情，使政策发挥其最大效能。  

   （一）在补助对象上，正确把握。符合以下条件的即可列入补助范围。包

括：饲草生产合作社、饲草生产加工企业、奶牛养殖企业（场）或奶农合作社
四类主体。饲草生产合作社和饲草生产加工企业的经营范围应包括饲草（或牧

草）种植，饲草生产加工企业注册资本不低于 50 万元。  

   （二）在补助面积上，正确把握。申报单位有适宜苜蓿标准化种植的土

地，且应集中 300 亩以上或者相对集中连片 500 亩以上（相邻地块之间距离不

超过 30 公里，且道路交通便利，便于机械化集中作业）。  

   （三）在附属设施上，正确把握。在附属设施配套要求上，取消申报项目

需配套的机械设备要求，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项目单位可以通过租赁机械设备

的方式，进行苜蓿种植、收获和加工等作业。  

   （四）在年限要求上，正确把握。实施项目地块面积应具有土地使用权或

经营权 5年及以上。项目建设周期为 5年，满 5 年以上的同一地块，即可再次

申请此类建设项目，再次申请项目建设的地块，应为本年度新种植苜蓿。在项

目建设周期内，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致使项目无法实施或达不到要求的，应
积极采取补救措施，达到项目建设要求。对于首次申请项目建设的地块，优先

补助本年度新种植的苜蓿基地，符合要求的上年度种植的苜蓿基地亦可予以补

助。   

   四、保障措施  
   （一）资金保障。积极争取国家资金支持，完善地方配套政策措施，加大

优质苜蓿生产的扶持力度，加大苜蓿良种化水平和推广力度。扩大苜蓿等饲草

料作物收获、加工机械补贴范围和支持力度，培育饲草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

等经营主体，推进苜蓿生产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发展。  

   （二）土地保障。各地要积极为项目建设提供土地资源，改造和利用中低

产田、瘠薄地、轻度碱地种植苜蓿，引导农民以土地入股企业或成立专业合作

社等形式，获得更多项目建设用地。  

   （三）粪肥保障。利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加快畜禽粪肥

生产和利用，为苜蓿种植提供优质肥料，培肥地力，提高苜蓿产量和质量。  

   （四）试点保障。鼓励发展种养结合模式，推广优质苜蓿生产基地与奶牛

养殖场种养结合示范典型。加强苜蓿种植、奶牛养殖设施建设，提升种植、养

殖环节全程机械化水平。  



   （五）技术保障。各级要积极开展技术培训和推广工作，加强苜蓿生产、

加工和储运等技术培训，重点推广苜蓿标准化生产关键性技术应用，推广抗寒

高产技术，解决苜蓿冷害问题，加强苜蓿产业科技支撑。  

   （六）宣传保障。各级应充分利用各类媒体资源，宣传、发动社会各界积

极参与优质苜蓿基地项目建设，全面解读苜蓿产业发展政策，充分调动全社会

广泛参与和吸引更多社会资本，为苜蓿产业发展和奶业振兴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和资金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