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陕西省“十四五”畜牧兽医 发展规划》

的通知
各市（区）农业农村局，机关各处（室、局）、厅属各单位:

为推动全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按照《“十四五”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规划》《陕

西省“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要求，我厅研究制定了《陕西省“十四五”畜

牧兽医发展规划》。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陕西省农业

农村厅

2022 年 4

月 26 日

陕西省“十四五”畜牧兽医发展规划

“十四五”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畜牧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是农业现代化的标志性产业，加快畜牧业发展对扎实推进全省特色农业现代化、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具有重大意义。为推动全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省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精神，以及《“十四五”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规划》《陕西省“十四五”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有关要求，制定本规划。

第一章 发展现状

第一节 发展基础

“十三五”期间，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全省畜牧业坚持“产出高效、产品安

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发展方向，围绕“保供给、保安全、保生态、促增收”总体目

标，认真落实产业扶持政策，努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畜牧业实现了质量效益同步提升。



畜牧业生产保持平稳。全省畜牧业克服了畜产品价格波动、非洲猪瘟疫情影响等不利

因素，保持了平稳发展势头，保障了畜产品有效供应。2020 年，全省猪、牛、羊、家禽存

栏分别达到 849.8 万头、151.2 万头、871.7 万只和 7738.3 万只，较 2015 年增长 0.5%、

3.0%、24.2%和 14.9%；肉、蛋、奶产量分别为 106.4 万吨、64.2 万吨、175.1 万吨，增长

-7.2%、10.5%、-8.8%；畜牧业产值 893.4 亿元，增长 34.2%。

区域布局更加优化。抢抓全国畜牧产业“北扩西进”战略机遇，畜产品生产基地和加

工龙头企业向优势产区加快聚集。陕南生态养殖产业板块规模和质量同步提升，生猪存栏

占全省 44%；陕北肉绵羊、白绒山羊齐头并进，肉羊出栏占全省 65%；关中“双奶源”地

位进一步凸显，特别是奶山羊加快发展，已建成全国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牧原、新希望等

龙头企业加快在渭北、陕北布局生猪产业，规划生猪设计存栏超过 400 万头，北部地区新

型现代生猪产业板块加快形成。

标准化规模养殖快速发展。大力扶持家庭适度规模和标准化规模养殖，畜牧业由传统

分散养殖向规模化养殖快速转变。全省畜禽养殖规模化率达到 55.6%，较 2015 年提高了 8

个百分点。年出栏 500 头以上的养猪场户生猪出栏数占全省一半，提高 5 个百分点；年存

栏100头以上的奶牛养殖场户奶牛存栏占全省62.1%，奶牛单产达到7900公斤，增加15.8%。

创建标准化示范场 814 个，其中部级示范场 145 个，省级示范场 669 个。

畜禽良繁体系日趋完善。实施国家畜禽改良计划，先后从境外引进良种畜禽 6 万头

（只）、冻精胚胎 7000 枚（支），建成阳晨、黑萨等一批现代种畜禽良种龙头，成功创

建 4 个国家级核心育种场。建成省奶牛、肉牛生产性能测定中心，为优良畜禽品种选育推

广提供技术支撑。2020 年末，全省各类种畜禽生产经营企业 324 个，年向社会提供种（仔）

畜 160 万头（只），种禽（苗）3000 万只，供种能力大幅提升。

优势特色产业快速发展。发挥羊奶产业优势，羊奶产量66.4万吨，较2015年增长58.8%；

羊乳加工企业 34 个，年设计加工生鲜羊奶能力约 150 万吨，羊乳制品总产量 8.2 万吨，

其中奶粉 6.9 万吨、液态奶 1.3 万吨；羊乳制品占到国内市场国产羊乳制品份额的 85%，



年销售收入 125 亿元。奶山羊良种规模、存栏、羊奶产量、羊奶加工能力、羊乳制品产量、

羊乳制品市场占有率等指标稳居全国第一位。

产业安全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全面落实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综合防控措施，持续

强化动物疫情监测预警，不断加强动物卫生检疫监管，坚持组织实施春秋季集中免疫，全

省重大动物疫病群体免疫密度和抗体合格率常年保持在 90%和 70%以上。积极开展布病、

炭疽等主要人畜共患病防控，严格落实“人病兽防、关口前移”防控要求。深入开展畜禽

屠宰、饲料、生鲜乳、兽药等专项整治，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不断提高。

第二节 面临挑战

环境约束趋紧。随着规模养殖快速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畜牧业养殖污

染受到广泛关注。畜禽养殖禁养区等政策的实施，养殖业用地难问题普遍存在，粪污处理

更加严格。城镇化步伐加快，从事畜牧业的人力资源短缺问题也将更为突出。

产业基础薄弱。全省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 22%，较全国平均水平低 4.7 个百分点。

龙头企业普遍不大，带动产业发展能力不强。全省畜禽养殖规模化率较全国平均水平低 8.9

个百分点。基层动物防疫体系和畜牧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保障支撑能力不强。

市场竞争加剧。畜产品进口数量逐年增加，对国内畜产品市场冲击加剧，畜产品价格

波动短期难以消除。国际动物及动物产品贸易增速很快，跨境、长距离调运频繁，导致动

物疫病传播风险加大。饲料、人工、基础设施等养殖成本逐年增加，市场竞争将不断加大。

第三节 发展机遇

消费市场广阔。随着人口增长、消费水平提升以及城镇化快速发展，肉蛋奶等畜产品

市场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当前，我省人均消费肉 15.6 公斤、蛋 8.9 公斤、奶 14.5 公

斤，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60.0%、83.2%和 116.0%，肉、蛋消费潜力巨大。

产业加快转移。受养殖业用地趋紧、环保压力加大等影响，全国畜牧业正在向中西部

地区转移，我省特别是渭北、陕北地区成为现代畜牧业发展的热土，一大批有实力的畜牧

引领性龙头企业来我省建设产业基地，畜牧业规模化、标准化程度越来越高。



支持力度加大。畜牧业前连种植业、后续加工业，是农业经济中链条最长、增值最快

的中轴产业。肉蛋奶是百姓“菜篮子”的重要消费产品，随着现代农业建设和乡村振兴战

略深入推进，各级支持畜牧业发展的力度将不断加大。

第二章 总体要求

第一节 指导思想

聚焦“保供给、保安全、保生态、促增收”目标任务，以“优结构、高质量、高速度”

为主线，以生态绿色循环发展为方向，以做强畜产品加工为突破，按照“稳猪、扩禽、大

力发展牛羊”的总体思路，补短板、延链条，提质量、增效益，培育发展现代畜牧业全产

业链，实施主体带动、绿色发展，释放产能、多线发力，强化科技支撑，加大政策支持，

坚持抓大不放小、打好组合拳，努力实现畜牧业总量快速扩张、质量稳步提升、产值占比

增长，加快构建现代养殖体系、动物防疫体系和加工流通体系，为推进特色现代农业建设、

促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第二节 基本原则

——市场主导、政府扶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遵循市场规律和主

体意愿，加大政策支持和公共服务，形成产业发展合力。

——优化布局、板块推进。立足资源禀赋，发挥区域优势，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空间

布局，推动生产加工要素向主产区聚集，做大做强优势产业板块。

——龙头带动、全链开发。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促进加工流通增值，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防疫优先、安全生产。将动物疫病防控作为防范畜牧业产业风险的第一道防线，

完善疫病防控工作体系，落实生产经营主体责任，形成防控合力，保障产业安全。

——绿色引领、循环发展。遵循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种养结合，加强养殖废弃物综合

利用，协同推进畜禽养殖和环境保护，促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第三节 主要目标



畜牧业区域布局更加优化，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疫病防控、

良种繁育、饲草饲料供应、技术服务、加工流通、质量监管体系日臻完善，畜产品供给能

力、动物疫病防控能力、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显著增强，现代加工流通体系加快形成，

绿色发展成效逐步显现，畜牧业在农业农村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到 2025 年，全省

生猪存栏达到 1000 万头以上，力争达到 1200 万头，牛、羊和家禽存栏分别达到 180 万头、

1500 万只和 1亿羽，畜禽养殖规模化率超过 65%，肉、蛋、奶总产分别达到 180 万吨、80

万吨、300 万吨，畜牧业产值达到 1200 亿元，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超过 90%。动物疫病防

控能力明显增强，畜产品质量水平明显提高，合格率保持在 98%以上，确保不发生区域性

重大动物疫情和重大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第三章 重点产业

第一节 奶畜千亿级产业链

发展目标。全省奶牛存栏达到 35 万头，奶山羊存栏保持在 300 万只以上，生鲜乳总产

量 300 万吨以上，乳制品产量达到 200 万吨，生鲜乳和乳制品抽检合格率均达到 99%以上，

奶业一产产值达到 200 亿元，全产业链产值达到 1000 亿元，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升。

区域布局与发展重点。关中地区，以奶业提质增效和乳制品全产业链建设为路径，持

续做大奶源基地、做强乳品加工，促进养殖加工融合，壮大提升关中奶业产业带。突出关

中奶山羊、奶牛优势特色，强化龙头引领作用，推动奶畜养殖与乳品加工有机融合，打造

奶山羊、奶牛“双奶源”产业基地。陕北地区，加快奶牛产业转移承接，推行草畜配套和

果畜结合，大力推广以全株玉米青贮为主的优质饲草种植，积极支持中垦乳业等乳品龙头

培育陕北新型奶牛产业板块。

第二节 生猪千亿级产业链

发展目标。全省生猪存栏 1000 万头以上，能繁母猪存栏稳定在 84 万头左右，生猪出

栏 1300 万头，猪肉产量 100 万吨，生猪养殖规模化率达到 65%，生猪养殖业产值达到 400



亿元，生猪全产业链产值达到 1000 亿元。生猪综合生产能力、全产业链企业引领带动作

用大幅提升，实现猪肉消费市场和猪肉品牌双提升，力争进入全国猪肉生产供应重点省份。

区域布局与发展重点。生态养殖区，以打造生态养殖产业板块为突破，加快推动陕南

传统生猪养殖区转型升级，大力推广绿色生态健康养殖模式。围绕生猪龙头企业，打造陕

南生态养猪板块。现代化养殖区，依托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优势，加快生猪育繁推一体化、

产加销全覆盖，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支持屠宰企业做大做强，实现规模屠宰、冷链运输、

冰鲜上市、品牌销售。围绕生猪龙头企业，打造关中现代生猪产业板块。潜力发展区，发

挥生猪龙头企业引领作用，以规模养殖场建设为重点，打造渭北陕北新兴生猪产业板块。

第三节 肉牛肉羊百亿级产业链

发展目标。全省牛、羊存栏分别达到 180 万头、1500 万只，牛羊肉产量达到 30 万吨，

养殖规模化率超过 30%，建设国家级陕北肉羊产业集群，肉牛肉羊养殖业产值达到 220 亿

元，肉牛肉羊全产业链产值达到 550 亿元。

区域布局与发展重点。陕南地区，以“提质、扩群、增效”为原则，按照生态保护优

先、稳定现有规模、加快升级改造的思路，不断提高肉牛品质和生态养殖规模。加强地方

特色肉牛品种保护和选育，发展适度规模养殖和家庭牧场，打造陕南肉牛产业基地。关中

地区，发挥粮食和饲草资源优势，积极推进种养结合，加强草畜配套和优良品种选育。强

化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加快发展肉牛标准化养殖场和养殖大户，提升标准化水平，提高屠

宰加工能力。围绕陕西粮农等肉牛龙头企业，打造关中肉牛产业基地。陕北地区，充分利

用土地资源广阔等优势，加快肉牛肉羊产业转移承接，推行草畜配套，尽快做大产业规模。

以陕西粮农为龙头，在神木等县区加快培植一批肉牛现代产业园区，发展一批标准化规模

养殖场和家庭牧场，建设榆林北部肉牛产业板块。支持榆林市肉羊“双千万”工程建设，

以肉绵羊生产为方向，兼顾白绒山羊发展，打造国家级陕北肉羊产业集群。

第四节 家禽百亿级产业链



发展目标。全省家禽存栏达到 1亿羽，禽蛋总产达到 80 万吨，禽肉总产达到 33 万吨，

养殖规模化率超过 75%，家禽养殖业产值达到 150 亿元，家禽全产业链产值达到 450 亿元。

区域布局与发展重点。特色肉鸡养殖区，按照生态保护优先、稳定现有规模、加快升

级改造的思路，大力推广绿色健康养鸡模式。围绕龙头企业，打造陕南特色肉鸡产业板块。

肉禽养殖优势区，依托肉禽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大力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和适度家庭牧

场，扩大养殖规模，延伸产业链条，建立关中肉禽产业板块。蛋鸡养殖优势区，依托蛋鸡

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升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水平，建立蛋鸡产

业板块。

第四章 重点任务

第一节 加强畜禽良繁体系建设，提高良种供应能力

实施畜禽良种工程，支持畜禽良种繁育企业改善生产条件、扩大规模、优化种群结构、

开展性能测定。在畜禽优势区布局建设一批高标准畜禽良种场，鼓励支持龙头企业、社会

资本引进优良畜禽品种，建设畜禽种质资源场，加快良种繁育和推广步伐。支持大型种畜

禽生产企业从国外引进良种畜禽，与本地品种进行杂交改良，组建高产畜禽核心群。在畜

禽生产优势区布局建设一批标准高、覆盖广、效益好的核心场、扩繁场，提高良种供应能

力。

第二节 加快畜牧业科技进步，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

发挥畜牧产业体系专家团队作用，建设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充分利用生物育种技术，

加大地方品种选育提高，力争培育一批畜禽新品种（系），加快良种推广步伐。坚持保护

与开发并重，加大地方品种保护利用，促进良种资源优势向商品优势转变。推广绿色高效

新装备、新技术，推动良种、良法、良料集成配套。运用“互联网+”，推动畜牧业发展

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业态融合。扶持建设一批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和

家庭牧场，围绕畜牧企业建设养殖基地，带动中小规模养殖户升级改造。

第三节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坚持“外引、内强”，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强化配套服务，引进一批省内

外畜牧领军企业来陕建设基地、发展加工、培育市场，带动畜牧业全产业链发展。积极培

育家庭牧场、专业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产销对接。推动中

小规模养殖户和新型经营主体融合发展，采取标准化生产、订单式收购、保护价兜底等措

施，将养殖场户嵌入全产业链条中，实现利益共享。

第四节 发展畜牧加工业，大力实施品牌战略

鼓励乳品加工企业强强联合，提升产能。支持羊乳企业优化产品结构，发展精深加工，

加大婴幼儿配方奶粉等高附加值产品生产，扩大市场份额。支持生猪屠宰企业改造升级和

整合重组，引导屠宰企业向肉类深加工企业转型，加快猪肉供应由“运猪”向“运肉”转

变。鼓励畜产品加工营销企业开展农超、农社对接和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整合品牌资源，

开发高端产品，着力打造“陕西羊乳”“秦川牛肉”“陕北羊肉”“富硒猪肉”等区域特

色公共品牌，提升竞争力。

第五节 强化饲草料基地建设，实现生态绿色发展

积极推进玉米主产区粮改饲，扩大饲用玉米种植面积，大力推广带棒青贮,建设一批专

业化、集约化、高水平的青贮玉米和优质高产苜蓿商品草基地，加快培育一批优质饲草品

种。延伸饲草产业链条，培育一批草业公司，大力发展草产品加工和商品化饲草料，推广

干草、裹包青贮等饲草产品，推动草产品及饲料工业发展。坚持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

端利用，整县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聚焦畜禽散养密集区内的中小规模养殖户，

推行“分户收集、集中处理”模式，改进工艺，完备设施，促进畜禽粪污综合利用，推动

种养结合循环发展。开展养殖场节水示范，大力推广屋面、路面雨水收集利用，实现养殖

场节水和增效双赢。

第六节 加强动物疫病防控，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

加强动物疫病防控技术支撑能力建设，完善动物疫病监测体系和兽医实验室生物安全

管理，科学开展动物疫情监测预警和流行病学调查。强化动物卫生监督，积极应对突发动



物疫情，提升检疫现代化和科学化水平，构建全链条闭合的监管体系。持续推动动物疫病

净化、无疫区和无疫小区建设，不断提升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能力和养殖场（户）生物安

全管理水平。开展天然植物提取物饲料添加剂产品研发，推广应用饲料精准配方、先进加

工工艺和低蛋白高氨基酸饲料产品等技术，提高畜禽抗病能力。开展畜禽屠宰标准化示范

创建，严格生猪定点屠宰管理，严格处置风险隐患。持续加大饲料、兽药等投入品监管，

落实畜产品质量检验制度，确保不发生重大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保障产业健康发展。

第五章 重大工程

第一节 四大产业链培育工程

乳制品产业链培育工程。坚持牛羊并举、乳肉并重，做大奶牛、做优奶山羊，以推进

乳制品产业链建设为重点，做大做强“链主”企业，引导支持奶牛“链主”企业北上，建

立新的优质奶源基地，扶持红星美羚等奶山羊“链主”企业，积极创造条件加快上市，引

领全省奶牛“一区一板块”（关中优质高产奶牛核心区和陕北新型奶牛产业板块）、奶山

羊“一带三区”（关中奶山羊黄金产业带、东部富阎板块羊乳加工引领区、中部乾泾板块

优质奶源基地示范区、西部千陇板块良种繁育核心区）建设。

生猪产业链培育工程。以石羊、阳晨、牧原等“链主”企业为引领，坚持“优结构、

稳产能、延链条、保安全”的原则，建设种猪繁育、投入品生产、生猪养殖、屠宰加工等

生猪产业发展基地，促成一批传统生猪养殖企业向全产业链企业的跨越式发展。按照“渭

北陕北扩张规模，关中陕南转型升级”的总体发展思路，推进生猪产业向北转移承接，全

力打造陕北新兴生猪产业板块、关中现代生猪产业板块、陕南生态养猪板块，建设现代化

生猪产业发展集群。

肉牛肉羊产业链培育工程。按照支持“大龙头”、建设“大集群”、做成“大产业”

的思路，以陕西粮农等肉牛“链主”企业、黑萨等肉羊“链主”企业为依托，以基地县建

设为抓手，加快肉牛肉羊提质增量，加大传统屠宰企业改造升级和整合重组，着力培育现

代化屠宰加工企业，引领产业集群发展，全力推进肉牛肉羊“一带（渭北肉牛产业带）、



三区（关中优质秦川牛核心区、陕北肉牛肉羊产业优势区、陕南肉牛肉羊产业特色区）、

五园（肉牛肉羊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

家禽产业链培育工程。坚持“强蛋禽、扩肉禽”的思路，以好邦、华茂、大匠、格润

等“链主”企业为引领，加快推广石羊、华茂肉鸡养殖模式，做大养殖基地，扩大规模、

延伸链条，带动一批饲料、良种、养殖、屠宰、加工、粪污利用、营销等家禽产业新兴企

业，促进产销配套，形成规模优势，全力推进关中肉禽产业板块、陕南特色肉鸡产业板块、

蛋鸡全产业链板块建设。

第二节 八大养殖规模扩张工程

奶山羊产业集群建设工程。以“提升良繁能力、做强奶源基础，优化产品结构、激发

加工活力，强化品牌营销、挖掘市场潜力”为主攻方向，以阎良、千阳、陇县、泾阳、乾

县、富平、蒲城等 7个奶山羊养殖大县为重点，实施陕西关中奶山羊产业集群项目，打造

良种基地，扩大奶源规模，加大奶山羊养殖基础设施建设、乳制品研发、乳制品生产线建

设、品牌宣传等支持力度，扶持建设 300 个基础母羊 300 只以上的规模养殖场，1000 个奶

山羊存栏 200 只以上的家庭农场；以高附加值产品生产为方向，培育和氏、红星美羚、百

跃等 5个年产值超 10 亿元的乳品加工企业，打造 300 万只奶山羊全产业链。

榆林奶牛产业带培育工程。挖掘陕北优势潜力，实施奶牛产业北移战略，以定边、靖

边、榆阳、神木、横山等县区为重点，引导中垦乳业、伊利等大型乳企建设奶源基地，发

展乳品加工，与宁夏、内蒙古、山西北部奶业优势区形成对接之势，迅速填补榆林奶业洼

地，区域奶牛存栏达到 10 万头。

渭北陕北生猪产业带建设工程。重点在澄城、蒲城、白水、合阳、旬邑、永寿、淳化、

麟游、印台、宜君、榆阳、靖边、绥德、定边、神木、佳县、洛川、子长、宝塔、志丹等

20 个县区市，引导石羊、牧原、温氏、新希望、正能等大型龙头企业，发展以大型规模养

殖场为主体、适度规模养殖场为补充的现代生猪产业生产体系，挖掘增产潜力，建设渭北

陕北果畜结合示范养殖基地，辐射带动渭北陕北 450 万头新兴生猪产业板块建设。



榆林肉牛产业板块建设工程。挖掘榆林北部地区肉牛增长潜力，以陕西粮农为龙头，

以神木、榆阳、靖边、定边等县区为重点，加快培植一批肉牛现代产业园区，发展一批标

准化规模养殖场和家庭牧场，建设榆林北部 30 万头肉牛产业板块。

陕北肉羊产业板块建设工程。以榆林羊子“双千万”项目建设为重点，兼顾延安肉羊

产业发展，重点在榆阳、横山、靖边、定边、神木、子洲、佳县、绥德、府谷、米脂、志

丹、清涧、吴起、安塞、耀州等 15 个肉羊基地县，积极开展肉用绵羊经济杂交，支持白

绒山羊规模扩大、品质提升。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发展养殖专业合作社，推行“公司+农

户”模式，提高肉羊产业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建立陕北 1000 万只肉羊产业板块。合理

布局，扶持建设现代屠宰加工企业，发展羊肉精深加工，推进肉羊全产业链发展。在榆林、

延安 2市重点县区打造陕北国家级肉羊产业集群。

关中肉禽产业板块建设工程。依托好邦等肉鸡龙头企业、富强宏图等肉鸭龙头企业，

重点在蒲城、临渭、蓝田、陈仓、泾阳、礼泉、白水、周至、眉县、扶风、韩城、合阳、

大荔等 13 个县区，发展年出栏 30 万羽的规模养殖场和出栏 5万羽的适度规模养殖场，挖

掘潜力、做大基地，扩大规模、延伸链条，建立 1.3 亿羽关中肉禽产业板块。

陕南肉鸡产业板块建设工程。依托华茂牧业等龙头企业，围绕华茂肉鸡、略阳鸡等特

色肉鸡，重点在丹凤、略阳、汉滨、南郑、汉台、勉县、汉阴、旬阳、宁强、城固等 10

个县区，发展年出栏 30 万羽的规模养殖场和出栏 5 万羽的适度规模养殖场，加快华茂肉

鸡模式推广复制，做大养殖基地，建立 7500 万羽陕南特色肉鸡产业板块。

蛋鸡全产业链培育工程。依托大匠、康大、格润等龙头企业，重点在印台、山阳、富

平、蒲城、耀州、大荔、三原、永寿、澄城、兴平、武功、旬邑、榆阳、定边、绥德、甘

泉、商南、洛南、商州、汉滨等 20 个县区市，发展年存栏 5 万羽的规模养殖场和存栏 1

万羽的适度规模养殖场，打造集蛋鸡养殖、品牌蛋生产、有机肥加工、饲料生产为一体的

6000 万羽蛋鸡全产业链板块。

第三节 三大产业提质增效工程



陕南关中生猪产业提质增效工程。围绕阳晨、东方希望、石羊、牧原、新希望等大型

龙头企业，以规模养殖场建设为重点，支持壮大西乡、勉县、洋县、城固、汉滨、旬阳、

紫阳、汉阴、山阳、洛南、临渭、大荔、华州、陈仓、扶风、兴平、乾县、礼泉、临潼、

蓝田等 20 个生猪基地县，推行“公司+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带动中小养殖场户发展

生猪生产，加快养殖场改造升级，巩固提升 350 万头陕南生态养猪板块和 200 万头关中现

代生猪产业板块。

关中奶牛产业转型升级工程。巩固提高关中奶牛主产区，建设 25 万头优质高产奶牛产

业带。以泾阳、临潼、陇县、合阳、千阳、眉县等 6 个奶牛基地县为重点，加快中小牧场

提升改造，促进中小牧场发展转型升级为现代化牧场，培育壮大奶农专业合作组织，鼓励

支持有条件的大型养殖场建设加工厂，提高抵御市场风险能力。

陕南关中肉牛产业增量提质工程。强化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加快发展肉牛标准化养殖

场和养殖大户，提高屠宰加工能力。以旬阳、洋县、麟游、临渭、陈仓、镇巴、西乡、凤

翔、宁强、南郑、勉县、大荔、洛南、陇县、千阳、城固、蒲城、岐山、永寿、山阳等 20

个肉牛基地县为重点，支持养殖场建设、设备购置、良种繁育、肉牛屠宰、市场营销等，

打造 120 万头肉牛产业基地。

第四节 五大配套服务工程

榆林优质饲草产业板块建设工程。调整优化种植结构，大力推进粮改饲，发展商品化

青贮饲料生产，不断扩大优质苜蓿种植面积。充分利用煤矿采空区、塌陷区等闲置土地，

重点在定边、榆阳、神木等县区，调整粮改饲面积 50 万亩以上，生产青贮饲料 150 万吨；

在定边、靖边、榆阳、神木等县区，建设饲草生产基地，发展人工牧草面积 50 万亩，生

产优质饲草 150 万吨，填补优质饲草严重短缺、青干草长期外调的短板，打造陕北 100 万

亩优质牧草产业板块。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程。支持 30 个生猪养殖当量 20 万头以上的畜牧业重点县区实

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扶持养殖场户改造提升粪污处理利用设施，切实提高畜禽粪



污收集、储存、处理、利用等环节设施水平，整县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确保全省畜

牧业绿色健康持续发展。

动物运输指定通道建设工程。贯彻落实《动物防疫法》有关规定，在省际间建设 15 个

动物运输指定通道，配套建设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降低动物疫情传入风险。

兽医实验室建设工程。新建符合高等级生物安全要求的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兽

医实验室，更新改造现有 104 个县级兽医实验室，全面提升全省动物疫病检测诊断和监测

预警能力。

动物防疫应急物资储备库改扩建工程。按照《动物防疫应急储备库建设标准》要求，

迁建省级动物防疫应急物资储备库，改扩建 10 个地市级、104 个县级动物防疫应急物资储

备库，建设常温库、冷藏库和冷冻库，购置消毒、免疫和无害化处理等设施设备及必要的

生物安全防护用品用具，切实强化重大动物疫病及主要人畜共患病应急处置保障。

第六章 保障措施

第一节 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部门协调配合，畅通信息沟通渠道，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推动畜牧业高质

量发展合力。各地要落实地方管理主体责任，及时研究协调解决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切实加强指导、监督、管理和协调。市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制定本地区畜牧

业发展规划，明确部门职责分工，细化落实各项政策措施。

第二节 加大资金投入

加大资金统筹力度，创新省级财政投入方式，建立政府引导、主体自筹、社会参与的

多元化投入机制。以肉羊产业集群、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粮改饲等为契机，积极争取中

央项目资金支持，发挥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导向作用，将自动饲喂、环境控制、疫病防控、

废弃物处理等农机装备纳入补贴范围，着力改善畜牧业设施设备条件。

第三节 落实用地政策



县级政府要按照畜牧业发展规划目标，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在确保当地耕地保护

红线安全前提下，统筹支持解决畜禽养殖用地需求。养殖生产及其直接关联的检验检疫、

清洗消毒、畜禽粪污处理、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等农业设施用地，可以使用一般耕地，不

需占补平衡。加大对畜牧业发展使用林地的支持，依法依规办理使用林地手续。严禁超范

围划定禁养区，对依法划定的禁养区内确需关停搬迁的规模养殖场，当地政府要安排用地

支持异地重建。

第四节 强化信贷保险支持

创新金融信贷产品，探索将活畜禽、养殖圈舍、大型机械设备等纳入抵质押物范围，

加大对畜牧业发展的信贷支持。落实国家生猪政策性保险，支持探索其它畜禽品种保险模

式，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疫病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适时采取

贴息、担保等多种手段，鼓励社会资本设立畜牧业产业投资基金和畜牧业科技创业投资基

金，探索引导养殖企业合理利用猪肉、禽蛋等畜产品期货市场，规避市场风险。

第五节 强化科技支撑

发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省级畜牧技术产业体系、各级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单位作用，

围绕畜禽良种化、养殖设施化、生产规模化、防疫制度化和粪污处理无害化等生产技术，

开展集中攻关研究，着力破解制约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难题，力争在畜禽种业创新、

标准化饲养管理、饲草料、粪污资源化利用及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等方面取得突破，推动科

技成果转化应用，推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科研院所为支撑，产学研相结合的畜牧业科技

创新体系。

第六节 加强信息引导服务

推进“数字畜牧”工程建设，整合畜牧生产、疫病防治、检疫检验等监测网络，完善

生产信息收集、分析和发布制度，充分利用大数据等现代技术，加强畜牧业生产预测预警，

指导合理安排生产，促进畜产品均衡上市，防止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发挥舆论导向作用，

正确引导畜产品健康消费，扩大消费需求，推动畜牧业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