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十条

措施»的通知

川办发〔２０２５〕２２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ꎬ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ꎬ有关单位:

«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已经省政府同意ꎬ现印发

给你们ꎬ请认真贯彻执行ꎮ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５ 年 ７ 月 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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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

一、促进畜牧产能稳定ꎮ 对符合条件的肉牛(含牦牛)能繁母

牛养殖场(户)ꎬ省级财政按照 ３００ 元 / 头的标准给予激励ꎬ稳定肉

牛基础产能ꎬ改良肉牛品种ꎬ提升肉牛品质ꎮ 对超额完成生猪、牛、

羊年度出栏目标任务的市(州)ꎬ省级财政分别按照超额部分 ５０

元 / 头、２００ 元 / 头、３０ 元 / 只的标准给予激励ꎬ支持生猪牛羊产业发

展ꎮ 根据产能和市场状况予以动态调整ꎮ 〔责任单位:财政厅、农

业农村厅ꎬ各市(州)人民政府ꎮ 以下任务均需各市(州)人民政府

落实ꎬ不再单独列出〕

二、支持养殖场降本增效ꎮ 支持规模养殖场设施设备改造升

级ꎬ推进畜禽养殖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发展ꎮ 落实农机购置补

贴政策ꎬ做到应补尽补ꎬ对符合国家补贴政策的畜牧业设备ꎬ加大

报废更新补贴力度ꎮ 大力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ꎬ促进种养

结合生态循环发展ꎮ 支持有机肥还田利用ꎬ鼓励第三方企业、社会

化服务组织对养殖场 (户)无法就地消纳的粪污进行集中处理ꎮ

(责任单位:农业农村厅)

三、强化动物疫病防控ꎮ 抓好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ꎬ

实施强制免疫补助ꎬ支持县级兽医实验室和乡镇畜牧兽医站进行

标准化改造提升ꎬ完善动物疫情监测网络ꎮ 加快推进四川智慧动

监建设ꎬ提升防疫、检疫、调运等信息化水平ꎬ实现动物防疫全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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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监管ꎮ 大力推进动物疫病净化工作ꎬ支持无规定动物疫病

小区和国家级动物疫病净化场建设ꎮ (责任单位:农业农村厅)

四、扶优培强龙头企业ꎮ 培育壮大一批实力强、机制新ꎬ能引

领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ꎬ带动畜牧产业提质增效ꎮ 支持符合条件

的养殖龙头企业参与现代农业园区、畜牧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

等项目建设ꎬ提升带动养殖场(户)发展能力ꎮ 加快推进生猪屠宰

转型升级ꎬ支持生猪屠宰企业兼并重组ꎬ对在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通过«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首次检查的重组企业ꎬ各地可依规

给予补助ꎮ 支持做大做强肉类精深加工ꎬ培育一批省级专精特新

肉制品加工企业ꎬ对专精特新企业能力提升项目给予重点支持ꎮ

加快打造高水平畜禽产品产业集群ꎬ省级财政对纳入国家培育计

划的产业集群每年给予 ３０００ 万元支持ꎬ对肉类精深加工集群进入

省级先进制造业重点集群培育的ꎬ培育期间每年给予 ２０００ 万元支

持ꎮ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厅、财政厅、农业农

村厅)

五、做优做亮畜牧品牌ꎮ 实施畜牧业品牌培育计划ꎬ培育一批

品质好、特色足、带动强、名气响的“川字号”畜禽产品区域公共品

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ꎬ鼓励优质畜禽产品申请“天府名品” “天

府粮仓”品牌标识授权ꎬ对市场认可度高、销售业绩好的区域公共

品牌培育ꎬ省级财政给予适当补助ꎮ 支持打造“四川黑猪”、黑山

羊(黑绵羊)、高原牦牛等区域公共品牌ꎬ加快建立标准体系ꎬ大力

宣传推广ꎬ提升四川畜牧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ꎮ (责任单位: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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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管局)

六、大力拓展消费市场ꎮ 积极拓展国内市场ꎬ进一步完善冷链

物流体系ꎬ扩大畜禽产品销售半径ꎬ用好各类电商平台ꎬ推广新零

售、“直播＋”等新模式ꎬ推动“四川黑猪” (乌金猪、藏香猪等)和牦

牛肉(奶)等特色产品进入大众餐桌ꎮ 积极开拓海外市场ꎬ将具备

出口条件的畜禽养殖场、加工基地纳入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

优质主体项目建设ꎬ鼓励企业参加“川行天下”市场拓展ꎬ开展“出

川达海”等供需对接活动ꎬ用好中老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ꎬ推动

四川畜禽产品出口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等ꎬ提高国际市场拓展

能力ꎮ (责任单位:农业农村厅、商务厅、成都海关)

七、提升市场监测预警能力ꎮ 加强畜牧业生产监测体系建设ꎬ

支持建设全省生猪生产智慧管理平台ꎬ实现生猪养殖存栏、出栏等

数据精准监测ꎮ 推动农业农村、统计调查、发展改革、商务等部门

监测数据共享ꎬ及时发布监测预警信息ꎬ引导养殖场合理安排生

产ꎮ 进一步完善生猪市场价格监测和发布机制ꎬ确保价格数据发

布准确、及时ꎬ为价格保险理赔触发提供可靠参考ꎮ (责任单位:省

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厅、省统计局)

八、优化猪肉储备调控机制ꎮ 完善政府猪肉储备调节机制ꎬ强

化平时调节和应急调控功能ꎬ提升调控力度和灵敏度ꎮ 当价格过

度下跌触发二级预警时ꎬ由省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厅、商务厅、农

业农村厅及时提出临时储备收储计划建议ꎬ报经省政府同意后于

一周内启动收储ꎻ当价格过度下跌触发一级预警时ꎬ按照应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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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启动收储ꎬ每次收储量原则上不低于 ３０００ 吨ꎮ 充分利用屠

宰、加工企业的储备能力ꎬ加大商业储备力度ꎬ加强政企协同ꎬ形成

调控合力ꎮ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农业农村厅、商务

厅)

九、加大金融保险支持力度ꎮ 优化完善生猪保险政策ꎬ将生猪

价格保险升级为生猪养殖综合收入保险ꎬ在市场价格波动风险保

障不超过 ２０００ 元 / 头的基础上ꎬ补充提高生猪死亡风险保障至最

高 １２００ 元 / 头ꎬ提升生猪养殖风险整体保障水平ꎮ 加大信贷支持

力度ꎬ探索开展畜禽活体抵押、农产品仓单质押业务ꎬ推行以不动

产权证书附记养殖设施信息为融资增信的新模式ꎬ在风险可控的

前提下适当提高抵押率ꎮ 实施农业产业化银行贷款贴息ꎬ对符合

条件的畜禽养殖、屠宰精深加工企业按规定给予贷款贴息ꎮ 其中:

对单个项目(主体)固定资产贷款最高贴息金额不超过 ２００ 万元ꎬ

流动资产贷款最高贴息金额不超过 １００ 万元ꎻ在原基础上ꎬ对生猪

产业贷款贴息利率增加 ０ ５ 个百分点ꎮ (责任单位:财政厅、人民

银行四川省分行、四川金融监管局)

十、提高资源要素保障水平ꎮ 支持符合条件的畜牧业重大项

目申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ꎮ 充分发挥省级政府产业引导基金作

用ꎬ推动乡村振兴综合基金及子基金以市场化方式投资畜牧领域

项目ꎮ 全面落实支持畜牧业生产用地有关政策ꎬ保障畜禽养殖和

生产道路等配套设施用地需求ꎬ按规定减免或缓征养殖场土地使

用税ꎮ 指导符合条件的生猪养殖场依法依规尽快完善用地和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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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ꎮ 省级层面将选择一批养殖基础好、产业链完整、工作力度大

的县(市、区)ꎬ通过整县推进方式ꎬ打造畜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县

(市、区)ꎮ (责任单位:财政厅、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农业农

村厅、省林草局、四川省税务局)

本文件自印发之日起施行ꎬ以上措施与现行有关政策不一致

的ꎬ按本文件执行ꎮ

—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