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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模式推动畜禽养殖高质量发展 

石宝伟/江苏省响水县政府办公室 

张士金 顾兵/响水县农业农村局 

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是“产业兴旺”，推进畜禽养殖业高质量发展是产业兴旺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江苏省响水县为推动全

县畜禽产业“强起来”、养殖环境“绿起来”，针对县内中小型畜禽养殖场居多且分布散乱、养殖模式相对较为传统、养殖污染

较为突出等问题，以开展畜禽污染专项整治为契机，“倒逼”养猪产业转型升级，构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群众参与”的新

格局。 

强化规划引领，坚持统筹 

谋划与专项整治相结合 

坚持以规划为龙头，进行系统谋划。结合永久性基本农田划定以及“十三五”期间全域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等工作，把全县

53个适宜养殖、远离村庄地块、总面积近 3000亩的土地由基本农田调整为一般农田，作为新建养殖基地的建设用地。按照“适

度规模、畜地平衡、总量控制”的原则，出台《响水县畜禽养殖区域布局调整优化方案及绿色发展规划》，科学规划养猪产业的

适养区、限养区和禁养区。在统筹规划建设养殖基地的同时，结合畜禽养殖面源污染防治专项整治行动，进行疏堵结合，对禁

养区规模化养殖场实施关、停、转、迁，对限养区严禁新建和改扩建各类畜禽规模化养殖场，同时引导限养区和适养区内选址

不合理、设施不全、投入不足、污染较为严重的养殖场和规模养殖户、散养户向标准化养殖基地集中，以解决畜禽养殖面源污

染问题。目前，一期规划建设的 28个标准化生猪养殖基地已经完成，占地总面积 1430 亩，平均每个养殖基地占地 50亩左右，

共建设猪舍 289栋，总建筑面积达 29万平方米。 

强化生态优先，坚持绿色 

环保与功能完善相结合 

强化环保红线意识，积极打造生态养殖新模式，走绿色生态发展之路。坚持“生态优先、环保优先”，大力推进标准化生猪

养殖模式，逐步减少分散的、规模小的、污染处理能力差的小养殖场，减少对环境的污染。配备完善环保设施。对养殖基地配

备有效的环保设施、采取可行的环保措施，严格执行适养区内标准化生猪养殖的环保规定，卫生安全防护距离必须达到 500 米

以上，全部配置干湿分离、发酵床、刮粪板等设施装备，进一步完善雨污分流、清污分流等配套功能。推进资源综合利用。配

套建设异位生物发酵床，将处理后的固态粪污作为有机肥加工原料，进行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把原先的废料变肥料、包

袱变财富，有效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在养殖基地周边，大力发展蔬菜大棚等高效特色农业，结合高标

准农田和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推行“猪-沼-菜（果、粮）”模式，发展以“基地养猪、大棚种菜、有机稻米生产”为主的现代

农业循环经济，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强化产业支撑，坚持龙头带 

动与养殖创业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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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以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为重点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高压态势，积极谋划统筹推进畜禽养殖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的产业基础。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依托全国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温氏公司抵御风险能力强、拉

动力强和产业链长的优势，推进县内生猪养殖融合发展。标准化生猪养殖基地由县政府国有平台公司建成后，全部租赁给响水

温氏公司统一经营管理，温氏公司再将养殖基地零差价分栋租给群众，推动畜禽养殖业健康发展。目前，一期建成的 28个养殖

基地已全部投产，年出栏生猪可达 29 万头，可带动 150 余个养殖户年增收 20 万元以上，带动 300 余名低收入人口年收入 3.6

万元以上。鼓励引导群众养殖创业。推进“凤还巢”工程，组织在外务工人员考察学习温氏公司“五统一分”养殖模式，让他

们了解“公司+养殖户”模式能大大降低养殖市场风险。通过激发创业活力，形成“人回乡、钱回流”的“雁归经济”效应，仅

2018 年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就有 60多人，带动就业 900余人。通过“主动对接、送教上门、帮扶到位”等措施，破解“想

养不敢养、想养无力养、想养不能养”的生猪养殖发展困局，进一步激活了本地养殖户创业激情。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

平。通过推进标准化生猪养殖基地，严格按程序组织生猪养殖，推动生猪养殖设施化、生产规范化、防疫制度化。依托县内大

型农业龙头企业的品种资源、养殖技术和运营管理优势，大力提升生猪养殖的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水平，有力保障了全县畜产

品的质量安全。 

强化兴村富民，坚持助民 

增收与精准扶贫相结合 

调整思路，将富民增收和脱贫攻坚相结合，把发展生猪养殖作为脱贫攻坚的一号工程。立足全局，打好政治牌。将生猪养

殖产业作为兴村富民的“突破口”，集中优势兵力大打养猪扶贫攻坚战，把养猪产业作为精准扶贫的重点工程，推动富民增收、

助力精准脱贫。立足全面，算好经济帐。推进股份合作，已建成的 28 座养殖基地吸纳了 37 个经济薄弱村入股，每村入股资金

按年化 10%收益结算，每村年可获得 20 万元的投资收益。实施精准扶贫，利用养殖基地屋面资源建设分布式光伏扶贫电站，同

时将养殖基地租赁给温氏公司实施统一经营管理，年可获租金 2500万元。将发电收益和租金用于无劳动能力贫困户托底脱贫和

解决经济薄弱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不达标问题，仅 2018年就带动 300多贫困户托底脱贫。带动农民增收，充分发挥温氏公司竞争

优势，降低了农户养猪的成本和风险，实现 1+1>2的效果。推广由温氏公司统一负责苗猪、饲料、防疫、技术以及保护价回购，

农户分工负责饲养管理的“五统一分”模式，保证农户每头猪盈利能在 120 元左右。立足全程，走好发展路。县委县政府组建

专门班子，负责统一领导、协调推进生猪养殖产业发展。出台优惠扶持政策，对生猪养殖企业、生猪屠宰“帮着走”，对市场信

息不畅、销售渠道不稳定的养殖大户“带着走”，对缺乏技术和资金的养殖散户“扶着走”。充分利用省市涉农资金、扶贫资金，

安排村级发展专项扶持资金，形成政策叠加效应，促进畜禽产业可持续发展。严格考核奖惩，科学制定考核办法，加大督查推

进力度，严格奖惩兑现，形成“政府扶、企业拉、干部帮、能人推”的良好格局，全力推动全县畜禽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