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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新时代江苏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袁日进/江苏省农业委员会副巡视员 

实现新时代江苏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核心是要确保做到产品供给安全、畜禽防疫安全、养殖环境安全，关键是要确保做到

生产过程的高质量一一生态环保，生产方式的高质量一一健康养殖，生产产品的高质量—广品优质，生广效率的尚质量一一广

出尚效。为此，应该着力在淘汰落后产能与方式、培植新动能上发狠力，在创新工作举措、补齐短板上出硬招。 

 

一、主攻方向：向“三美”升级，向“三品”挖潜，向“三高”提升。 

一是创新发展思路，建立能够实现永续运行的绿色发展体系，向绿色生态友好的“三美”升级。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实现

周边水土净美。统筹畜牧生产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既不能突破环境承载能力极限，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数量增

长，也不能脱离保障畜产品有效供给的现实需要，简单禁养限养。探索种养结合模式，实现养殖环境优美。把循环发展贯穿到

畜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推广高效的生态循环模式，全面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加快构建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可持续发

展新格局。源头减量过程控制，实现产品质量味美。严格规范兽药、饲料添加剂生产和使用，推广散装词料和精准配方，提高

饲料转化率，实现养殖源头减量，达到畜禽产品少抗、减抗，乃至无抗。 

二是优化供给结构，建立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有效供给体系，向彰显优势特色的“三品”挖潜。调整生产品种。瞄准市场

行情，坚持什么赚钱养什么，扩大生态肉猪、地方家禽、优质肉羊生产，因地制宜发展肉兔、肉纟鸟、鹤鸿、蜜蜂等。优化产

品品质。两足中尚端需求，增加优质产品供给，发展清洁蛋品、高品质巴氏奶、风味酸奶，鼓励黄羽肉鸡屠宰加工、冷鲜上市，

精深加工产品。创建特色品牌。立足资源禀赋突出比较优势，加大地方特色畜禽产品的开发利用，打造一批“苏”字品牌广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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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转变生产方式，建立具备显著竞争优势的生产经营体系，向增强产业竞争的“三高”提升。继续推进高标准的规模化

养殖，提高畜牧业科技化、设施化、机械化、信息化水平，解决好“如何养”的问题。继续建设高水平的新型经营主体，培育

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组织、龙头企业，形成主体多元、协调互补的新型经营体系，解决好“谁来养”的问题。继续构建高质量

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探索构建“托管或代养”等新型畜牧兽医社会化服务体系。 

二、关键措施：突出在“五路”上下功夫，求突破。 

一是找出路，让畜禽安身。坚持以土地承载能力为前提，合理调整产业发展规划和布局。发展规划上着力推行标准控制法。

区域养殖总量控制标准，按一亩农田承载存栏不超过 1.32头猪当量的标准控制生产总量。养殖场养殖规模控制标准，以一亩农

田存栏最多不超过 5 头猪当量来匹配土地消纳，可结合畜禽粪便处理方式、土壤消纳能力、作物品种、区域环境容量等确定生

产规模。发展布局上突出推行因素分解法。坚持“应减则减、宜养则养”的原则，确保做到“宜养的决不污染环境，污染的坚

决予以关停”。太湖、淮河、通榆河等重要水体周边和苏中水网密集地区，严格控制养殖总量；在丘陵山区、东部沿海滩涂等

地区，适度拓展畜禽养殖空间；苏南地区要争取政府重视，稳定发展畜牧业，提高保供能力。 

二是通去路，让粪污“安息”。多管齐下，全面推进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主导推进种养结合、农牧循环模式，打通畜禽粪

污还田利用通道，加快构建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新格局，到 2020 年，全省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75%以上，规

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95%以上，规模养殖场治理率达到 90%。大力推广多元化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模式。如，

复合经营模式一一“稻鸭共作”、“林下养禽”；种养结合就地利用模式一一适合周边有土地消纳的养殖场；发酵床养殖模式

一一适合中型规模养殖场；集中处理协作消纳模式一一适合密集区散养形态；工业化处理模式一一适合大型生产企业。积极打

造绿色畜牧业生产基地。以农牧结合、生态循环为主，力争每年创建 200 家省级畜牧生态健康养殖示范场；组织实施好中央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省级现代生态循环农业试点县项目，探索建立整县推进、种养循环的农业发展模式。鼓励创新种养循

环发展机制。支持采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撬动更多的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入，构建专业化生产、市场化运营的社

会化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多种类型的粪污处理社会化服务组织，形成畜禽粪污处理全产业链。如，推动建立养殖废弃物收集、

转化和利用网络体系，探索在养殖较为集中的区域建立粪污处理中心；建立受益者付费、第三方处理企业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合

理收益的运行机制。 

三是走稳路，让养殖安心。积极推动政策和资金向畜牧业结构调整重点领域和重要环节聚焦，扶持产业升级、绿色发展和

新业态培育。强化产业提档升级的持续投入机制。继续组织实施省级农业产业化引导项目，支持规模养殖加快设施改造升级和

产业技术提升，增强综合竞争力。建立以绿色生产为导向的补贴政策。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激励作用，省级财政对禁养区关闭

搬迁及非禁养区规模场治理工作实行以奖代补扶持政策；借鉴中央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模式，整合相关资金，拟启动

省级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加快省级现代生态循环农业试点县项目建设。健全畜牧业风险保障机制。2013 年江苏省在全国

率先探索建立省级财政出资的农业融资风险补偿基金，截至 2016 年底，风险补偿基金规模达到 5.9 亿元，累计发放贷款 54.9

亿元，有效破解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难、贷款贵”的难题。2016年，由省级财政出资 9亿元、省再担保公司出资 1亿元，

成立江苏农业信贷担保有限公司，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信贷担保服务，构建财政撬动金融资源支农的新模式。目前全省已

有能繁母猪、奶牛等 13 个政策性保险险种，其中能繁母猪和奶牛实现“应保尽保”，育肥猪投保率达 85%，家禽承保率 65%以

上。今后进一步完善畜牧业政策性保险，扩大覆盖面，鼓励在重点产区探索开展生猪、牛奶、苗鸡价格指数保险试点，提升风

险保障水平。创新种养结合用地政策。积极推动地方政府将畜禽规模养殖用地和废弃物处理利用设施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切实解决好规模养殖用地难问题，为畜牧业发展留足空间。鼓励在现代农业园区、自有承包地或流转土地内发展种养

结合型家庭农场或大中型生态循环型养殖基地，在不破坏耕作层的前提下，符合相关管理要求的，按设施农业用地办理相关手

续。 

四是超捷路，让从业者舒心。强化科技对提质增效的支撑作用，重点在“种、料、装、管、销”等关键环节上发力，用现

代科学技术服务畜牧业、用现代物质装备武装畜牧业、用现代生产方式改造畜牧业，切实提升畜牧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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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畜禽种业建设。加强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加快推进畜禽品种创新，“十三五”期间争取培育 5 个以上新品种（配套

系）；挖掘畜禽种业科技创新潜力，做大做强种质企业，到 2020年，建成一批拥有特色品牌、在全国具有较高影响力的畜禽种

质企业。大力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通过“改、扩、转、退”等多措并举，引导小散养殖场户有序退出，提升规模化水平；积

极引导经济基础较好、技术水平较高的小规模场户扩规模、提档次、上水平，向专业化畜禽养殖家庭农场转化；鼓励“公司+农

户”畜牧业龙头企业，提档升级，提高效率，提升效益，实现“公司+家庭农场”的转型。到 2020 年，全省生猪大中型规模养

殖比重达 80%。加强关键技术和模式攻关。研发创新一批先进实用的畜禽养殖设施装备和安全、高效新型饲料产品，集成应用一

批以自动化、精准化、智能化为核心的饲养管理技术，示范推广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化经营新模式。 

五是创新路，让社会各界对畜牧业充满信心。推动生产要素跨界、跨境配置。培育畜牧全产业链经营。鼓励有实力的畜牧

生产、加工、配套及服务等企业抱团发展，或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拓展，培育引进一批有影响力的全产业链融合型企业（组织）。

加快发展畜产品精深加工，支持冷链贮藏物流体系建设，加大畜产品品牌培育，提高畜产品附加值。引导新技术跨界融合发展。

包括养殖技术与环保技术、养殖设施装备工艺的融合与创新。如，新兴发展起来的原位、异位发酵床养殖模式，很好地解决了

粪便产生后的过程控制问题，这就是养殖与环保技术融合的典范。通过工程技术与养殖技术的融合，开发移动式、活动式养殖

大棚或圈舍，解决传统圈舍施工破坏土地耕作，从而突破现行耕地政策对养殖业发展的制约问题。推动“互联网+畜牧业”发展。

加快物联网技术在畜牧业领域中的应用，推动智能畜牧业发展，建设…批智慧畜牧业生产示范基地。支持依托知名电商或自行

建立畜产品网络营销平台，引导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大力发展电子商务。鼓励有实力、有条件的畜牧企业建设农产品交易平台，

开展生鲜畜产品区域配送。围绕畜产品质量溯源管理、动物疫病防控、畜牧生产数据统计和行情监测等方面，利用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等技术，以“e动监”管理服务平台为依托，在加快全产业链管理信息化一一智慧畜牧业建设进程中迈出新步伐、实现新

跨越。鼓励畜牧业引进来、走出去。鼓励龙头企业和特色畜产品生产企业通过完善生产链，提高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水平，建立

东海、丹阳的澳洲肉牛集中屠宰加工区和宿迀肉禽、东台乳猪、如皋肠衣加工出口等一批外向型基地，提升畜产品国际竞争力。

拓展畜牧业多功能性。挖掘培育畜牧业历史经典产业，促进畜牧业与乡村旅游、创意农业、农事体验相结合。有成功案例可鉴，

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围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思路，打造出了具有江苏特色的创意农业发展模式，先后获得“全国科普教

育基地”、“全国青少年农业科普示范基地”、“江苏省四星级乡村旅游点”、“江苏省自驾游基地”、“国家 4A旅游景区”

等荣誉称号。江苏东海老淮猪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 300 多万元建成中国淮猪资源文化展示馆及中国淮猪资源文化科普园，集

“特色猪肉品尝、生态蔬果采摘、淮猪养殖文化、猪肉饮食文化、东海老淮猪肉采购”等观光旅游于一体，当年获批为江苏省

三星级乡村旅游景点，成为国内率先对社会开放的商品猪养殖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