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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求阳山县畜禽规模养殖区域
发展规划的意见

现将《阳山县畜禽规模养殖区域发展规划》对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如有意见或建议的市民请于 8 月 30 日前发送邮

件至我局邮箱，邮箱地址：yangshanxumu@163.com，联系电

话：7803146。

阳山县科技和农业局

2016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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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山县畜禽规模养殖区域发展规划
征求意见

为推动我县畜禽养殖业转型升级，提高动物疫病防控水

平，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有效防治畜禽养殖污染，促进

我县“十三五”期间畜禽养殖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制定本发

展规划。

一、规划原则

《阳山县畜禽规模养殖区域发展规划》严格遵守《阳山

县畜禽养殖区域布局规划方案》（阳府办〔2011〕19 号）、《阳

山县畜禽养殖业发展规划（2011-2020）环境影响报告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等的规定，依法进行畜禽的生产规划，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围绕“控量、生态、特色、保质”的目标，坚持区域化布局、

适度规模化发展、现代化生产，着力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

着力防治畜禽养殖污染，不断推进产业化经营，确保我县畜

禽养殖业优质、高效、安全、健康、可持续发展，使畜禽养

殖业成为我县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绿色

支柱产业。

二、发展现状

阳山县 2011 年至 2015 年畜禽养殖发展情况如表一、表

二：

（表一）阳山县 2011 年-2015 年畜禽养殖现状统计表

单位：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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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山县
生猪

饲养量

生猪

出栏量

家禽

饲养量

家禽

出栏量

牛羊

饲养量

牛羊

出栏量
备注

2011 年 65.4 33.5 921.7 651.2 5.37 2.62

2012 年 74.4 42.6 867 601 5.33 2.57

2013 年 79.5 46.5 776 544 5.35 2.55

2014 年 82 51.5 680 468 5.42 2.58

2015 年 83.3 51.8 691 481 5.41 2.54

（表二）阳山县 2011 年-2015 年畜禽养殖线图分析

从表一、表二可知，我县生猪出栏量 2011 年-2015 年呈

现缓慢增长，2015 年开始对禁养区内的养殖场进行清理整

顿，对新建养殖场严格审批后，预测生猪出栏量将会逐年降

低；家禽出栏量 2011 年-2014 年受到“禽流感”影响，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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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增长，2014 年至今呈现缓慢增长，家禽养殖户信心正处于

慢慢提升中。

三、发展目标

以“资源节约利用、环境不断改善、产业持续发展、效

益稳步提高、产品质量可靠、社会和谐稳定”为宗旨，努力

推进畜禽养殖业进一步转型升级，实现我县畜禽养殖业的大

转型、大发展和大提升。

（一）科学规划，实现畜禽养殖业区域化集约发展。

1．划定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

（1）禁养区是指禁止建设和存在有畜禽规模养殖场、

养殖小区(以下统称畜禽规模养殖场)的区域。要引导和督促

禁养区内已有的畜禽规模养殖场限期搬迁、转产或关停。

2011 年我县划定的禁养区范围主要包括：城镇居民规划区、

饮用水源保护区、人口密集区和距离村庄 500 米内、主要交

通干线 500 米内、旅游名胜风景区、生态严控区等，2016 年

列入禁养区名单详见《阳山县限养区禁养区内畜禽养殖清理

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县城禁养区：根据农业部令 2010 年第 7 号、粤府函

〔1998〕432 号，结合《阳山县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划》，属县城饮用水源一、二级保护区及准保护

区的茶坑水库 33.8 平方公里集雨范围内的陆域范围；城北

水库 4.8 平方公里集雨范围内的陆域范围；以及相应连接准

保护区（连江阳山县城新水厂阳城镇 107 国道大桥吸水点上

游 6 公里起上溯 6 公里）的河道水域两岸向内陆纵深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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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集雨范围内的陆域范围；县城规划发展区范围；贤令山风

景区均为县城禁养区。

乡镇禁养区：按《阳山县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划》，划定的乡镇农村饮用水源二级以上陆域范围；

秤架岭南保护区；旅游名胜风景区；距离城镇居民区、文化

教育科研等人口集中区域及公路、铁路等主要交通干线不足

500 米的为乡镇禁养区。

禁养区内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在禁养区划定之前已经

建成的畜禽养殖场应由属地政府限期搬迁或关闭；城市建成

区内禁止饲养畜禽。限养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畜禽养殖场，

已经存在的养殖场，原则上应逐步减小养殖规模，并进行整

改，保证污染物达标排放，否则应限期搬迁或关闭。

（2）限养区是指实行畜禽养殖总量控制，禁止新建、

扩建畜禽规模养殖场的区域。限养区内已建成的畜禽规模养

殖场要限期完成污染综合治理，对没有实现达标排放且无法

完成限期治理的，要限期搬迁、转产或关停，2016 年列入限

养区名单详见《阳山县限养区禁养区内畜禽养殖清理整治工

作方案的通知》。我县限养区主要包括：禁养区外延 500 米

内的缓冲区域；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超过或接近环境容量的

乡镇；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定的其他区域。

县城限养区：阳城镇范围内，除县城禁养区和山区村外

的平原区均为限养区。

乡镇限养区：原则上乡镇禁养区外围 500 米；村庄、学

校外围 500 米均为限养区，具体由各乡镇从保护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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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等方面设立。

（3）养殖区（适养区）原则上指禁养区和限养区范围

以外区域。限养区、养殖区（适养区）内建设畜禽规模养殖

场必须完成《阳山县禽畜养殖场项目预审表》、办理《环境

影响评价登记表》、《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且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当地环境承载量的要求，方可动工建设，经环保

验收合格方可投产。

2．明确畜禽养殖业区域化发展方向。按照“统一规划、

相对集中、规模适度、规范管理、综合利用”的要求，严格

落实畜禽养殖区域布局规划，重点构建布局科学化、发展现

代化、生产区域化的农业发展格局,以地域优势做大做强优

质规模现代化生猪生产区、特色禽类生产区、优质草食动物

生产区等特色养殖区。

（1）规模现代化优质生猪生产区。建设以杜步、七拱、

黎埠、岭背等乡镇为核心的优质生猪生产区。推动温氏公司

带动合作农户建设新型现代化家庭农场，强化疫病防治，开

展清洁、无污染养殖，引导该区域生猪养殖走高效、安全、

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2）特色禽类产业（阳山鸡）生产区。建设以江英镇、

黎埠镇、岭背镇、青莲镇等 4 个乡镇为核心的阳山鸡生产区。

重点发展本地特色品种阳山鸡养殖，扶持做大做强龙头企

业，辐射带动养殖发展与产业链整合，确保该区域禽类养殖

创建特色品牌。

（3）优质草食动物生产区。建设以小江镇、青莲镇、



7

江英镇等乡镇为核心的优质草食动物生产区，积极宣传发

动，适度引导规模养殖，力争该区域肉牛、肉羊等优质草食

动物养殖有较大的发展。

（4）加强种畜禽生产区布局。

①种猪生产区：在大崀琶迳村、杜步镇、江英镇、岭背

镇建立种猪生产区。加强良种建设，引进龙头企业温氏公司

种猪场，生产优质商品代猪苗。

②种禽生产区：在岭背镇、江英镇建立种禽生产区。加

强良种建设和阳山鸡品种保护，主要依靠广东粤禽种业有限

公司和温氏公司种鸡场带动作用，生产优质商品代鸡苗。

每个乡镇规划出养殖区（适养区）报县科技和农业局备

案。同时指导养殖场集中在规划的养殖区（适养区）从事养

殖。

（二）控量提质，实现畜禽养殖业适度规模化发展。

1．严格落实控量提质发展策略，控制畜禽规模养殖新

建、改建、扩建畜禽规模养殖场必须符合相关要求，大力推

动“退出散养、重新规划、还绿于民”，提倡发展规模养殖

小区、合作社和现代化家庭农场，重点调整养殖方式，整治

养殖地域，不断提高治污效果和养殖技术。

2．以畜禽养殖区域化布局为基础，因地制宜地优选出

适合当地发展的特色养殖品种，大力推动重点养殖乡镇、专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建设，打造特色养殖，以特色提高外界

知名度和竞争力。

（三）规范养殖，实现畜禽养殖业标准化生产。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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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规模养殖准入，强化规范畜禽规模养殖场建设，规模养

殖场新建、扩建需经属地村委会、乡镇政府、县科技和农业

局、县国土资源局、县林业局、县水务局、县环境保护局以

及县人民政府的审批同意后，再按规定流程办理环境影响评

价审批，严格动物防疫条件合格审查，确保环保、防疫等相

关措施落实到位。

（四）强化监管，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

1．加强监管体系建设，规范监督执法行为。完善日常

监管、定期抽检与专项监测相结合的监管机制，促使畜禽养

殖监管日常化、制度化；推动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

建设，确保无重大动物疫情和重大动物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发

生。

2．落实养殖生产者产品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加快建立健全畜禽养殖生产经营企业(业主)自检、执法机关

抽检相结合的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及动物疫病防控的检验检

测体系;督促畜禽规模养殖场按要求配套相关畜牧兽医专业

技术人员，规范填写《畜禽养殖场档案》;推动开展畜禽养

殖业无公害农产品认证，鼓励开展绿色食品认证，提升产品

质量安全水平和社会认知度。

（五）因地制宜，实现畜禽养殖业废弃物综合利用。

1．“减量化”。限期搬迁禁养区内养殖场和适时淘汰禁

养区内散养户，重点扶持养殖区（适养区）建设现代化养殖

场；督促畜禽规模养殖场采取科学的饲养方式和适宜的废弃

物处理措施，减少畜禽养殖废弃物的产生量和向环境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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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2．“无害化”。强化监管畜禽规模养殖场按相关规定严

格落实畜禽粪污、病死畜禽等各类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

3．“生态化”。积极推行畜禽养殖业清洁生产和家庭农

场养殖方式，提倡 “养殖粪污—沼气、有机肥—种植业(渔

业、林业)”的循环利用，推广采用粪肥还田、沼气利用、

制造有机肥等方法对养殖粪污进行综合利用，变废为宝，提

高养殖综合效益。

（六）创建本土品牌，实现畜禽养殖业产业化发展。

1．创新企业的发展和管理。按照“政府引导、群众响

应、市场运作、效益优先”的原则，积极引导养殖大户、专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结合自身优点和发展模式，适当外联本

行业专家、基层兽医，加强行业信息、养殖技术的交流。

2．推进畜禽养殖业市场的建设和管理。适时推动畜禽

产品等专业批发市场和专业冷链配送等流通链路的建设，营

造良好市场环境，降低生产成本，为我县畜禽养殖业市场化

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3．狠抓畜禽养殖业品牌创建。坚持“缔造品牌效应”

的原则，重点培育带动力强、社会知名度高、品牌信誉好的

养殖龙头企业、合作社，延伸畜禽养殖产业链，发展阳山鸡

特色产业;鼓励企业从事产品深加工，建立独立的品牌，鼓

励养殖企业参与“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示范县”创建工作，

提升品牌知名度，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

四、工作重点

（一）控制养殖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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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合《阳山县限养区禁养区内畜禽养殖清理整治工

作方案的通知》，2017 年底前，将逐步对禁养区内养殖场实

施关闭或关停措施。

2．对应发展规划方向，重点扶持规模现代化产业发展，

制定本县的 2016-2020 年养殖发展规划（表三、表四）：

（表三）阳山县 2016-2020 年畜禽发展规划

单位：万头、万只

阳山县
生猪饲

养量

生猪出

栏量

家禽饲

养量

家禽出

栏量

牛羊饲

养量
牛羊出栏量 备注

2016 年 81.1 49.8 710 483 6.9 2.81 含预测数

2017 年 80.3 48.2 724 492 7.2 2.93

2018 年 81.8 49.1 738 503 7.6 3.05

2019 年 83.1 50.2 749 511 8.1 3.14

2020 年 85.2 51.3 761 520 8.4 3.21

（表四）阳山县 2016-2020 年畜禽养殖线图分析预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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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快畜禽规模现代化、规范化建设。

1．推进畜禽养殖设施配套建设。规范畜禽规模养殖准

入，进一步落实畜禽规模养殖场建设的设施配套，确保畜禽

圈舍、饲养和环境控制等生产设施设备满足现代化生产需

要，落实自动化、生态化饲养与高效自动化环境控制，实现

畜禽健康养殖。宣传推广现代化家庭农场，推进我县畜禽养

殖的现代化和生态化生产，进一步推动我县养殖方式的转

变。

2．推进畜禽养殖规范化生产。严格监管规模养殖场的

选址与设计、投入品管理、饲养管理、疫病防控、环境保护、

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养殖技术规范，重点扶持现代化、自动化

养殖，进一步规范我县畜禽养殖业。

（三）重点发展特色养殖业。着重发展我县特色产业，

大力推广阳山鸡养殖，申报阳山鸡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建设

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示范区，进一步提升特色产业的社会认

知度和提高产品附加值。推动龙头企业、合作社建立本土品

牌，发展产品深加工，加大外销力度。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做好规划布局。将养殖业工作纳

入长期发展规划，纳入“三农”工作和相关考核范畴;加强

畜禽养殖业科学发展的工作领导，健全相关职能部门及各乡

镇的工作联动和协调机制，加大联合执法力度，及时研究、

解决养殖业发展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乡（镇）要组织召开专题会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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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部署，结合本辖区实际，积极开展调研认证，落实责

任单位，认真抓好本辖区畜禽养殖区（适养区）域布局规划

的制定和公布实施工作。要在养殖场的土地使用、基础设施、

项目配套、资金信贷、治安环境等方面给予重点审查。要明

确目标，落实责任，形成工作机制，把建设目标落实到乡村，

责任落实到人。要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切实转变干部群众的

观念，组织典型示范，为推进畜禽养殖区域布局规划实施打

牢基础。

（二）科学规划，合理选址。要把畜禽养殖区域布局规

划与畜禽养殖结构调整紧密结合起来，发挥资源优势，突出

当地畜禽养殖特点，对畜禽养殖基础好、群众积极性较高的

乡镇和村组，要正确引导，优先发展，按照“因地制宜，突

出特色，发挥优势，扬长避短”的原则和专业化、区域化、

规模化、规范化的标准，认真做好发展规划。充分考虑到城

市集镇建设规划以及水源、交通、防疫、污染等因素，制定

切实可行的建设方案，同时要科学、规范地做好场址的选择、

圈舍的设计和畜禽品种的确定。

（三）发展生态立体种养循环经济。大力推广“猪-沼-

果林茶”等立体生态种养模式，以及经济适用的综合治理技

术，鼓励粪污经处理后上山、下田、入塘、自行消纳，变废

为宝，做到零排放。扶持畜禽粪便加工利用企业的发展，鼓

励沼气发电和畜禽粪便加工生物有机肥等，对农村利用沼气

发电的企业和个人予以优惠政策，按照农牧业相结合、综合

利用优先、种养平衡一体化的原则合理规划，合理组织畜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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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生产，实现畜禽养殖高产、优质、高效持续发展，达到

生态、经济两个系统的良性循环。

（四）财政扶持。以实现生猪生产公益性事业均等化为

目标，加大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和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的支

持力度，促进全县生猪生产稳定、持续、健康发展。充分利

用财政专项资金，大力支持畜禽养殖业转型升级、养殖污染

防治以及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

（五）加强动物疫病防治和环境污染的治理。污染防治

设施与养殖场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要制订

和落实切实有效的动物疫病防治措施，确保养殖场规范、健

康发展。通过建设生态型现代化牧场，加快粪便污染治理实

用新技术推广，重点发展粪便加工有机肥、沼液转化能源，

解决畜污净化问题，实现畜禽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

（六）强化服务。要按照绿色食品和无公害畜产品的要

求组织生产，推进养殖小区标准化进程。县畜牧兽医部门要

进一步加大培训力度，全面提高小区养殖户的素质，加强养

殖新知识的宣传和技术指导，及时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

模式，提高生产水平。要制定养殖小区建设标准和技术操作

规程，推广标准化生产技术。加强小区畜禽饲料、添加剂、

兽药等投入品的监管和畜产品质量的监测，加大查处力度，

严厉打击使用和制售假、冒、伪、劣畜禽生产投入品的行为，

促进安全生产的制度化，建立畜禽产品安全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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