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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吉牧办议〔2023〕72号  

   
民建吉林省委员会：  

  贵单位在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延伸肉牛加工全产业链推

进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实施“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是省委、省政府作出的重大决
策部署，是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打造万亿级农产品加工业及食

品产业的必然要求。2022 年，全省肉牛饲养量达到 652.6 万头，同比增长

12.4%，增速位居东北三省第一位，全省肉牛集群全产业链产值达到 2000 亿元,

同比增长 7.6%。全省千头以上肉牛产业化大项目 209 个，比工程实施前增长

5.1 倍,新建肉牛屠宰加工项目 11 个，新增产能 103.5 万头,“吉牛云”大数据

平台备案肉牛养殖场（户）已增加到 33.8 万户。“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

设工程被国家评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衔接优秀项目。  

   一、关于加强统筹规划，强化肉牛全产业链思维的建议  

  （一）编制肉牛产业发展规划和肉牛养殖用地政策措施。2023 年２月，省

政府印发了《吉林省肉牛产业发展规划》。《规划》共分为 5个部分：一是发

展成就和面临形势。二是总体要求。规划到 2025 年，全省肉牛发展到 1000 万

头，肉牛全产业链产值达到 2500 亿元，饲料化利用秸秆 2400 万吨。三是重点

任务。明确了“加快构建现代肉牛种业创新体系、加强规模养殖和育肥体系建

设、做大做强屠宰加工业、构建现代肉牛产品流通体系、推进餐食品牌和业态

创新、完善秸秆饲料生产供应体系、健全疫病防控服务体系、构建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体系、推进肉牛产业集群化园区化发展、提升肉牛产业生产经营数字
化水平”等 10 项重点任务。四是重点政策与要素保障。明确从“加大财政支

持、创新金融产品、做好用地保障、强化科技支撑、壮大人才队伍、培育经营

主体”等 6 个方面，加快推动主要任务和重点工程高效推进和落地见效。五是

实施保障。围绕组织领导、督查考核、政策引导、宣传推介、专家智库等 5 个

方面，提出了保障措施。  

  省政府在印发《吉林省肉牛产业发展规划》的同时，又出台了《关于保障

和规范肉牛养殖用地的若干政策措施》，措施共 6条，核心内容是：肉牛养殖

设施占用一般耕地纳入年度耕地“进出平衡”总体方案；对已落实耕地“进出

平衡”的肉牛养殖设施农业项目，不再收取土地复垦费。  

  （二）优化调整肉牛屠宰行业发展规划。2023 年 5 月，省畜牧局印发了

《吉林省肉牛屠宰行业发展规划》。《规划》共分为 3个部分：一是总体要

求。确定了优先支持肉牛养殖大县、一体化大型养殖企业新建标准化肉牛屠宰



厂（场）的规划原则。二是重点任务。明确了“优化肉牛屠宰行业区域布局、

加快提升肉牛屠宰行业标准化水平、全面推行肉牛屠宰行业动态管理、引导肉

牛屠宰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加大牛肉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加快完善肉牛屠宰智

慧监管体系建设、打造‘吉牛’特色产品品牌”等 7 项重点任务。三是保障措

施。围绕组织领导、政策支持、宣传引导等 3 个方面，提出了保障措施。  

   二、关于加强科技攻关，提升肉牛全产业链价值的建议  

  （一）加强种业创新。2022 年 10 月，省政府批复省农科院成立“吉林省

肉牛种业创新中心”，2023 年 5月，省教育厅会同延边大学联合起草了《吉林

省延边黄牛种业创新中心组建方案（征求意见稿）》，依托延边大学组建“延

边黄牛种业创新中心”，方案目前正在征求意见中。我省在肉牛种业研发经费

投入方面持续发力，除现有的对国家级肉牛核心育种场、种公牛站、从国外引
进标准种公牛、胚胎移植技术繁育延边黄牛等实施政策奖补外，每年还投资

2000 万元支持吉林省肉牛种业创新中心和延边黄牛种业创新中心推进全基因组

选择、种牛个体精准鉴定、育种芯片研发等工作。  

  （二）加强发展模式创新。省畜牧局统筹高校、科研机构、行业企业肉牛
产业发展资源，推动成立了“吉林省肉牛产业发展协会”，邀请省内外肉牛领

域相关专家成立了吉林省“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工程专家委员会，解决我

省肉牛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问题。省教育厅等八部门指导成立了“吉林省高

校现代肉牛产业学院建设协作体”，制定了《支持高校现代肉牛产业学院建设

协作体若干政策措施》，赋能肉牛育种等科技研发和技术攻关。工程实施以

来，我们积极创新发展“屠宰厂+育肥场（户）+母牛养殖场（户）”“村集体+

养殖户+种植户+秸秆饲料企业”“种公牛站+繁改站点+基础母牛场

（户）”“党支部+基地+农户”“园区+合作社+养牛”和“农牧业循环经济园

区”“生态循环三产业融合发展”等肉牛产业发展模式，积极鼓励支持有实力

的大型企业牵头设立肉牛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对肉牛领域育种、养殖、精深加

工、粪污资源化利用、产业园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等全产业链建设进行股权投

资。  
  （三）加强秸秆饲料收储和利用方式创新。全面落实国家“粮改饲”任

务，全年调整种植面积 75.89 万亩，收贮优质饲草料 220.3 万吨，同比分别增

长 45.1%和 36.6%。省财政厅先后投入 4000 万元资金，在榆树、农安、敦化等

16个县（市）启动实施玉米秸秆茎穗兼收一次性作业试点示范，新建试点项目
25个；农安、伊通、公主岭等 10 个县（市）开展整乡（镇）、整村一次性收

贮作业，投入机械 498 台套，收获面积 2.6 万公顷，收贮秸秆饲料 31.2 万吨。

落实政策补贴资金 5378 万元，支持新建贮窖 47 个，新增容积 14.4 万立方米。

全省饲料化利用秸秆 1642 万吨，占秸秆总量的 41%，居秸秆“五化”利用之

首。  

  （四）加快牛副产品综合开发利用拓展延伸。近年来，我们以长春皓月、

延边畜牧、桦甸金牛等头部企业为核心，有力推动以长春皓月为龙头的肉牛产

业集群建设，积极培育引进牛副产品综合开发利用项目，推进皮、毛、骨、

血、内脏等副产品精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产业集群化发展。杭州启

明与皓月合作总投资 15 亿元的新型生物瓣膜项目一期工程已进入临床实验阶

段，预计 2023 年取得生产许可证；广西神冠与皓月合作的清真肠衣项目已签订

三方合作协议；皓月投资建设的 15 亿元汽车皮革裁片项目已纳入一汽配套体

系。目前，长春皓月开发的补钙、补血、抗氧化、心脏瓣膜等生物大健康系列



产品达 15种，饲料、皮革和有机肥系列产品 30 余种，合计 500 多种产品。目

前，我省以牛副产品为主要研发方向的精深加工企业已发展到 10 家。  

  （五）加大科研技术攻关投入。全省 12 个涉农高校和科研院所立项涉牛国

家级和省级科技专项项目 130 项，项目资金达 1.32 亿元，其中国家级 25项

8212 万元，省级项目 105 项 4966 万元；全省建有“动物科技实验教学国家示

范中心”“吉林省动物生物工程中心”等涉牧国家级和省级科技平台 50 个。  

  （六）提升人才队伍专业化水平。省政府先后出台了《吉林省做大做强肉

牛产业十条政策措施》《关于实施“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的意

见》《吉林省肉牛产业发展规划》《关于促进肉牛屠宰加工及产品市场营销的

若干政策措施》等政策文件，对全面加强肉牛产业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对肉牛

产业科技攻关、延伸产业链条、实现产业化集群发展、加快实验室等基础设施
建设及培养科技人才等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和支持性政策措施。持续推进

“畜牧养殖大村大学生兽医培训计划”，印发了《关于启动第一批大学生兽医

培训计划暨做好 2023 年全省畜牧养殖大村兽医配备工作的通知》，同步开展村

兽医学历提升教育招生入学工作，完成 500 个畜牧养殖大村兽医配备，对 200
名村兽医开展专业技能培训。省教育厅等省直部门推动吉林大学、延边大学、

吉林农业大学成立肉牛产业学院，省直八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支持高校

现代肉牛产业学院建设协作体若干政策举措的通知》，在“培养引进现代肉牛

产业发展急需紧缺人才、常态化开展现代肉牛产业人员培训”等方面提出了导

向明确的政策措施。  

   三、关于加强培壮企业，带动肉牛全产业链升级的建议  

  （一）谋划推动肉牛产业化大项目建设。省肉牛办组织项目包保督导，全

体人员共包保 9 个市（州）、34个县（市、区）、入户入场 292 户次。截至

2022 年底，全省千头以上肉牛产业化大项目 209 个，比工程实施前新增 175

个；万头以上牛场 21个，比工程实施前新增 17 个。其中：竣工项目 62 个，肉

牛饲养量 19 万头；在建项目 107 个，边建边养牛 4.74 万头；谋划项目 40 个，

设计饲养能力 59.38 万头。新建肉牛屠宰企业 11 家，目前已建成投产 1家，试
运行 3家，完成投资总额 19.38 亿元，新增设计屠宰能力 103.5 万头。  

  （二）扶持壮大产业化龙头企业。一是推动三个“10”企业加快建设。10

个头部企业计划投资 6.4 亿元，已完成投资 62.7%，饲养量已达到 16.2 万头，

实现屠宰加工产值 12.4 亿元；10 个在建项目计划投资 10.6 亿元，已完成投资
43.3%，饲养量已达到 10.4 万头；10 个招商引资项目计划投资 10.1 亿元，已

完成投资 77.2%。其中，长春新型生物瓣膜项目一期已进入试生产阶段、通化

有点牛牧业已完成标准化牛舍建设 5栋，存栏 500 头。二是推动四个“亿”企

业提质增效。全省谋划建设的亿级以上企业共有 14家，其中：千亿级企业 1家

为长春皓月，2022 年产值 120.58 亿元，同比增长 25.43%；百亿级企业 1家为

长春城开农投，2022 年产值 0.98 亿元，同比增长 93.36%；十亿级企业 2家分

别为通榆吉运和汪清恒天然，通榆吉运 2022 年产值 2.04 亿元，同比增长

5.9%，汪清恒天然 2022 年产值 3.2 亿元，同比增长 22.6%；亿元级企业 10

家，为长春新牧、吉林国发、桦甸金牛、辽源华欣庄园、通化有点牛、松原奥

金斯、镇赉吉天然、镇赉和合、大安向阳和延边畜牧，2022 年产值达到一亿元

的有 2家，占比 20%，产值达到 5 千万元的有 3家，占比 30%。  

  （三）加快推进肉牛产业集群集聚。一是十个产业园区养殖增量明显。全

省规划的农安、桦甸、梨树、伊通、东丰、前郭、通榆、镇赉、龙井、敦化等



十个肉牛产业园区饲养量达到 327.5 万头，其中存栏 200.3 万头，出栏 127.2

万头，同比分别增长 15.8%、17.8%和 39%，占全省饲养量的 43.2%。二是中东

西部产业集群建设进展顺利。全省规划中东西部肉牛产业集群涉及 19个县

（市、区）32个项目，其中中部产业集群项目 12 个，已完成投资 3.5985 亿

元；东部产业集群项目 10 个，已完成投资 6.476 亿元；西部产业集群项目 10

个，已完成投资 7.4796 亿元。  

   四、关于强化政策保障，集聚肉牛全产业链要素的建议  

  （一）制定肉牛产业支持性政策措施。省政府在出台“牛十条”“牛意

见”等政策措施的基础上，2023 年２月，又印发了《关于促进肉牛屠宰加工及

产品市场营销的若干政策措施》等 7个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一是出台关于

促进肉牛屠宰加工及产品市场营销的若干政策措施。措施共 8条，核心内容
是：对在省内新建或扩大屠宰加工产能的企业，年度利用银行贷款超 5000 万元

的，最高按照 1 亿元给予实际贷款额度 1%的贴息补助；对省内企业屠宰省内育

肥牛，年屠宰检疫量新增 3000 头以上的，按每头 200 元给予奖励。二是出台关

于完善肉牛产业信贷服务的若干政策措施。措施共 8 条，核心内容是：对产业
化龙头企业、肉牛专项债项目、屠宰加工企业及千头以上肉牛养殖项目，实行

“一企一策”流动资金贷款，育肥牛贷款还款年限设定至 2-3年，基础母牛贷

款还款年限设定至 3-5 年。三是出台关于完善肉牛政策性保险服务的若干政策

措施。措施共 7 条，核心内容是：建立肉牛保险评价机制，完善保前、保中、

保后服务，市（州）、县（市）足额安排肉牛政策性保险配套资金，推进肉牛

政策性保险扩面增量。四是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肉牛良种繁育体系建设的若干

政策措施。措施共 8条，核心内容是：启动省肉牛种业创新中心和延边黄牛种

业创新中心，构建吉林省肉牛大数据选种选配研发中心，对利用胚胎移植技术

生产的种牛享受进口牛补贴政策。五是出台关于加强技术培训提升肉牛科学饲

养水平的若干政策措施。措施共 8 条，核心内容是：利用国家职业技能培训政

策对肉牛饲养员和繁殖员开展技术培训，支持三方新型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实

用型技术服务。六是出台关于加强动物防疫和基层兽医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政
策措施。措施共 9 条，核心内容是：建立防检监工作联动机制，推广兽医社会

化服务模式，健全病死牛无害化处理体系，拓宽肉牛常见病临床诊疗服务渠

道。七是出台关于保障和规范肉牛养殖用地的若干政策措施。措施共 6 条，核

心内容是：肉牛养殖设施占用一般耕地纳入年度耕地“进出平衡”总体方案；
对已落实耕地“进出平衡”的肉牛养殖设施农业项目，不再收取土地复垦费。  

  （二）推动肉牛产业政策落地落实。对于财政资金保障途径，省财政厅统

筹现有政策与引导资金，指导县域内专项资金整合打捆使用发挥合力。对于贷

款融资成本高问题，省金融局加大对中小养殖户的信贷支持力度，撬动银行信

贷资金和其他社会资本支持产业发展。  

  （三）推动金融助力产业突破发展。组建由银行与保险参与的“政银保

担”联动支牧联盟，推动“金融支牧”金融产品数量和融资总量的成倍增长，

“政银保担”联动支牧联盟被评为全国金融支农实践“十大典型案例”。目

前，全省通过国家审核入库肉牛专项债项目 47 个，资金需求 209.93 亿元，其

中开工建设项目 28 个，发行债券 77.08 亿元，利用债券资金 51.79 亿元，占

67.2%。全省肉牛贷款余额达到 245.45 亿元，同比增长 100.4%。其中活体抵押

贷款累放金额 65.24 亿元，同比增长 196%。全省肉牛政策性保险在保牛只



115.77 万头，同比增长 56.34%，保险覆盖面达到 29.56%，同比提高 13.56 个

百分点。  

  （四）推动肉牛产业链数据化创新发展。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级项目资金支

持，建立了“吉牛云健康”“吉牛•云繁改”“吉牛云”交易平台，启动了“吉

牛帮”乡村服务站建设，开通了 96603 融资服务热线，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全省肉牛产业链数据化管理与区块链

应用深度融合，全面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肉牛产业各领域各环节深度融合，以

全产业链科技服务赋能肉牛产业，促进吉林省肉牛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截至

目前，“吉牛云”交易平台累计登记养殖主体 33.8 万个、牛只 404 万头；应用

“吉牛·云普惠”开展肉牛活体抵押贷款业务养殖主体 617 家，涉押牛只

65434 头，涉及贷款笔数 751 笔、放款金额约 8.7 亿元；吉牛云线上交易平台
已达成 460 笔线上业务订单、交易额 583 万元，累计客户数达到 10507 人次，

上架产品及服务 271 种。  

   五、关于强化风险防范，提升肉牛全产业链韧性的建议  

  （一）强化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扎实开展春秋防工作，组织镇赉和合等 6
家企业建设布病、结核病无疫小区。持续开展“大清洗、大消毒”工作，印发

《动物防疫消毒技术指南》《养殖屠宰场户消毒灭源须知》《两疫防控养殖管

理须知》等风险隐患排查清单及宣传材料 137.69 万份，累计使用消毒药

784.59 吨，消毒面积达 81469.41 万平方米。截至 2022 年底，全省免疫无口蹄

疫区安全稳定运行 61个月。  

  （二）强化动物卫生监督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2022 年全省产地检疫活

牛 71.82 万头，同比增长 30.16%。屠宰检疫肉牛 20.37 万头，同比增长

2.65%，全年病死牛无害化处理 4637 头。省市县三级畜产品质量安全定量检测

超 1.2 万批次，总体合格率 99.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开具畜产品承诺

达标合格证 84.3 万张，附带合格证上市畜产品 4.3 万吨，同比翻一番；建立

“鼎 e鼎”肉牛质量安全追溯监管平台，实行风险隐患清单化管理和肉牛产品

全程追溯管理，落实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监管责任机制，全省 648 个乡镇设
立 2038 名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网格员，监管主体 44.8 万户；启动实施

养殖大村大学生兽医培训计划，全省配备大学生村兽医 502 人。  

  （三）强化秸秆饲料化利用协同推进。2023 年，安排省级专项资金 125 万

元，开展秸秆收贮、利用方式变革宣传，推介茎穗兼收、菌酶协同、秸秆黄贮
加工技术，开展玉米、豆粕减量替代技术和青黄贮加工应用技术集成推广，目

前，全省秸秆饲料专业生产加工企业发展到 498 家，同比增长 5%。东部、中

部、西部玉米秸秆“菌酶协同”发酵技术示范取得新进展，先后推出菌酶协同

秸秆发酵剂、有机硒肽蛋白营养液、菌酶多维生物精华素、多维多矿核心料

包、粪污处理剂等系列生物技术产品，探索推进肉牛养殖社区、生物营养饲料

自助站、生物营养饲料互助站建设，打造秸秆饲料“中央厨房”。  

  （四）强化粪污资源化利用破题推进。省政府印发了《吉林省全域统筹推

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启动实施社会化服务组织培育、规模养殖

工艺提升、粪肥还田综合利用等 11 项专项行动，会同农业农村厅等 4厅局印发

《关于落实粪肥沃土政策措施的指导意见》，得到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肯定并

在全国推广。全省共建成区域性粪污处理中心 95 个、村屯集中收储点 4556

个，集中处理总量达到 441 万吨，占设计处理能力的 47%，同比提高 16 个百分



点。全省规模养殖场畜禽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达到 98%以上，畜禽粪污综合利

用率达到 90%以上。  

  下步，我们将紧扣“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上规模上水平目标

任务，做好“扩量、提质、增效、转型”这篇大文章，大力发展肉牛屠宰精深

加工和皮毛骨血深度开发，做大做强肉牛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推动秸秆收集

和利用方式变革，全域统筹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加快数字化畜牧业建设

步伐，推动畜牧业大省向畜牧业经济强省跨越，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

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畜牧力量。  

    

   

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  
  2023 年 6 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