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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 376 号委员提案的答复 

  

吕爱辉委员： 

    您在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推动肉牛全产业链发展的建

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千万头肉牛”工程实施以来，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聚焦“新增百万

头肉牛饲养量和屠宰量倍增”突破性任务，坚持从三产切入，做优做强市场营

销环节，激活二产屠宰加工业扩量提质，带动一产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全力
构建肉牛产业生态网链。2023 年，全省肉牛饲养量达到 770 万头，增速位居全

国第一位，肉牛养殖业产值 711 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 22.7%。 

    一、关于发挥我省肉牛种群优势，全面提升核心育种能力，掌握肉牛产
业发展主动权的建议 

   组建了吉林省肉牛种业创新中心和延边黄牛种业创新中心，不断提升吉林

优势特色品种竞争力。指导成立“吉林省高校现代肉牛产业学院建设协作
体”，赋能肉牛育种等科技研发和技术攻关；推动成立“吉林省肉牛产业发展

协会”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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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吉林省科技强牧联盟，集成推广肉牛养殖 10 大主推技术、10 种典型

模式和 10项技术标准。目前，全省基础母牛存栏 272 万头，年可新增犊牛

190.4 万头（按照 70%产犊率测算）；国家级种公牛站 5 个，年冻精生产能力

1200 万剂，居全国第一位；肉牛种业阵型企业 3 家（全国 7 家），居全国首

位。 

    二、关于发挥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加快发展肉牛精深加工，延伸肉

牛产业链条的建议 

  全省肉牛饲养能力千头以上项目共计 211 个，设计存栏能力 95.85 万头，设

计屠宰加工能力 123 万头。前 5个月，全省新增屠宰量 10.03 万头，达到 18.2

万头，同比增长 122%。引导推动皓月、桦牛、犇福等企业，开发中央厨房、预

制菜、熟食制品、休闲食品等产品 193 种，做深做强食品加工产业。深挖牛副

产品潜在价值，大力开发牛源外科生物瓣膜、牛骨胶原蛋白肽、肝素钠等生物

制药和医美保健产品，促进大健康产业发展。拓展牛油精炼、牛骨雕刻和皮革



深加工等产业链，不断提升产品加工层次和全产业链增值增效水平。前 5个

月，长春皓月、吉林桦牛、延边犇福等 10 个头部企业实现屠宰加工产值 16.43

亿元、上缴税金 1.62 亿元，同比增长 12%和 2%。培育百亿级企业 1 家，亿级企

业 2 家，研发生产熟食、预制菜等 6大品类 1800 个产品。 

    三、关于大力宣传吉林肉牛地方特色，加大品牌建设营销，提升肉牛产
业价值链的建议 

  我省现有肉牛区域公用品牌 5 个，企业品牌 15 个，产品品牌 155 个。围绕

“吉牛中国牛”核心主题，开展“青山游牧绿水滋养-品味吉牛中国牛-堪称牛
上牛”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宣传，培育推出厚道皓月沃金黑牛、饮

山泉沐山风延边黄牛、食百草清水煮桦牛、生态养自然香城开吉牛、吉小牧真

的好好吃等系列品牌。在央视、机场、高铁、公交站点推出品牌广告 80 余个，

在抖音、快手发布短视频 200 余个，在央广网、新华网、吉视传媒等开展专题

报道 8期，浏览量突破 3000 万人次。制发肉牛产业发展宣传片、招商手册和产

品名录，组织 15 家企业参加上海西雅国际食品展览会、“皖美农品”专题推

介、吉粤产销对接、广东国际预制菜博览会。深化京东、淘宝、拼多多、私域

社群、本来生活网、依谷网、蟹状元等 11 家电商平台合作，会同南航公司开启

“空运”通道，实现吉林“鲜食牛肉”从产区到销区“朝发夕至”。前 5个

月，全省调出牛肉 1.2 万吨，同比增长 140%。强化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畜产

品监测合格率连续三年达到 99%以上，全年开具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 75.5 万

张，附带合格证上市的畜产品达 6.94 万吨。持续推进“畜牧养殖大村大学生兽
医培训计划”，全省累计配备村兽医 1059 名。 

    四、关于发挥我省种植业优势，发展现代生态养殖，加速粮经饲统筹产

业体系形成的建议 

  按照农业农村部《关于深入推进 2023 年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的通知》

（农农（肥水）〔2023〕9 号）要求，省农业农村厅会同省财政厅、省畜牧业

管理局在全省 7 个县（市）开展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争取国家“粮改饲”

政策资金 9194 万元，支持 37 个县（市）落实优质饲草料种植面积 64.97 万

亩。全省投入茎穗兼收机 236 台，配套农机具 1400 余台套，收贮加工优质秸秆

黄贮饲料 150 万吨，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4.5 亿元以上。全省饲料化利用秸秆
1800 万吨，占全省秸秆可收集总量的 45%，同比提高 4个百分点。联合省农业

农村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乡村振兴局印发《全省畜禽粪污治理专项整治行动

工作方案》，会同生态环境、乡村振兴等部门开展了 2022 年度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工作考核。 

    五、关于创新完善政策措施，形成政策合力，为肉牛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的建议 

   在省政府密集出台“牛十条”“牛意见”“牛措施”等政策措施基础上，

省畜牧局会同省财政厅印发了《肉牛屠宰倍增工作行动方案》《新增百万头肉

牛饲养量行动方案》和施工图，省财政新增 8997 万元专项资金，在全省实施免

费冻精发放、茎穗兼收菌霉协同试点政策；安排 1亿元资金，明确对年度新增



屠宰量 1千头、1万头、3 万头、5万头以上的企业，分四档给予 200 元、300

元、400 元、500元奖励。省政府出台的“牛措施”中，在养殖用地、交通运输

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支持性政策措施。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实施以来，省财政

累计筹措落实各项支持资金 55 亿元，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92 亿元，支持肉

牛产业项目 30 个，初步构建起全覆盖、组合式、多元化的肉牛政策支持和资金

保障体系。针对部分市县拖欠相关企业和经营主体畜牧业重点资金问题，省财

政厅从 2023 年起，采取调整资金拨付方式，将动物疫病防控资金和肉牛引种补

贴等畜牧业重点涉企资金拨付方式，由原来市县分别支付调整为省级直接支付

给有关企业，有效解决了市县因财政困难导致资金长期欠拨问题。前 5 个月,全

省政策性保险肉牛 165 万头，同比增长 19.4%；肉牛活体抵押贷款 76 亿元，同

比增长 26.69%。 

   下步，我们将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深入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

发展战略，聚焦“四大集群”培育、“六新产业”发展、“四新设施”建设，

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坚持“工业化思维、项目化带动、园区化集群、品

牌化经营、智能化监管”工作理念，以三产融合发展为抓手，加快建链、补

链、延链、强链，进一步强化目标牵引，倒逼措施落实，实行养殖量扩量和产

业链提质两手抓，打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夯实安全链，确保畜牧业稳住

“上升期”，稳在“快车道”。 

   

  

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 

2024 年 7月 4日 

（联系人：杨国锋 电话：0431-889053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