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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恢复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的 
实施意见 

 
临政办发〔2019〕15 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临沂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临沂临港经 

济开发区管委会，临沂商城管委会，临沂蒙山旅游度假区管委 

会，临沂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各县级事业单位，各高等院校：  

  为落实《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

型升级的实施意见》（鲁政办发〔2019〕28 号）要求，恢复生

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防范市场风险，经市政府同意，现提

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以建设现代畜

牧业强市为目标，立足当前稳产保供，着眼长远转型升级，努

力构建科学养殖、疫病防控、屠宰加工、市场流通、监管服务

体系，推动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二、任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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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和属地责任，严格落实生

猪生产扶持政策，加强技术指导，强化疫病防控，积极恢复生

猪生产；规范市场流通，扎实做好猪肉市场供应保障工作；着

眼长远，优化产业布局，强化监管服务，转变方式促转型，调

整结构促升级，实现生猪产业现代化。到 2020 年，生猪存栏达

到 230 万头，生猪出栏 460 万头以上；到 2021 年，生猪存栏达

到 255 万头，生猪出栏 510 万头以上。 

三、重点工作 

（一）强化政策落实。加大生猪生产扶持力度，在资金、

用地、环保、金融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一是落实上级出台的

一级种猪场补贴政策、种猪场、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规模

以上生猪屠宰厂新增贷款综合贴息贴费等政策。调整优化农机

购置补贴机具种类范围，对规模养殖设施设备应补尽补、敞开

补贴。二是加强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乡村振兴专项资金优先用

于支持生猪生产。各县区要结合实际制定财政扶持政策，根据

生猪养殖场贷款情况给予一定贴息，支持稳定生猪生产。三是

强化生猪产业信贷支持，创新担保方式。对符合授信条件但遇

到暂时困难的养殖场、屠宰加工、饲料加工企业等，金融机构

不得盲目停贷、限贷。探索将土地经营权、养殖圈舍、大型养

殖机械、生猪活体等纳入抵质押物范围。充分发挥农担公司的

作用，对申请担保贷款的生猪养殖户开辟“绿色通道”，推出

生猪养殖贷担保产品，扩大担保贷款规模。特别是 50 万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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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额生猪养殖担保贷款，要实行“特事特办”，简化审批流

程。四是落实保险补助政策。提高能繁母猪和育肥猪保险保额，

将能繁母猪保额从 1000 元增加至 1500 元，育肥猪保额从 

500 元增加至 800 元，将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提高到每头

1200 元。五是落实生猪养殖用地政策，将畜禽养殖、检验检疫、

环保设施等用地纳入设施农用地范畴，可以使用一般耕地，不

需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不需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取消对生

猪养殖项目附属设施用地 15 亩上限的面积限制；养殖用地占用

耕地的不得收取土地复垦费用。简化生猪养殖项目用地备案流

程，由生猪养殖企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协议，设施农用

地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经营者向乡镇政府备案，乡镇政府定

期汇总情况后会交至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六是对符合环保

要求的新、改、扩建生猪养殖项目和主要养殖区屠宰场建设项

目，加快环评审批，大型规模化养殖场、养殖屠宰项目环评审

批时限由 35 个工作日压缩到 25 个工作日。对于有轻微环境违

规行为的养殖企业，以整改为主，给予适当的整改过渡期和技

术指导，严禁“一律关停、先停再说”；对确需关闭的养殖场

户，给予合理过渡期，避免以清理代替治理。（市财政局、市

发展改革委、临沂银保监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

境局、市农业农村局、省农担公司临沂管理中心、市畜牧发展

促进中心等负责，各县区政府落实。以下需各县区政府落实，

不再一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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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夯实技术支撑。一是支持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建设，

实施遗传改良计划，推动种猪企业育繁推一体化发展，促进我

市沂蒙黑猪等地方品种保护开发，提高良种供应能力。二是各

县区要科学调整辖区内养殖量，养殖量不足的要在环境承载能

力允许情况下科学指导养殖场户增养补栏，夯实生猪基础产能。

鼓励引导屠宰加工企业就近发展养殖基地。三是加快生猪养殖

标准化生产。深入开展规模养殖场标准化示范创建活动，支持

规模养猪场户改造提升设施装备，鼓励专业养殖户稳步向规模

化标准化转变。发挥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

经济组织带动作用，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将中小养猪场

户纳入现代产业体系，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切实增强综

合生产能力。四是加强技术指导和培训。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

要加强巡回指导，加快生猪良种高效繁育与安全生产等先进适

用技术推广应用，提升生物安全防护和生产管理水平。加强生

产性能测定，推广人工授精和新型实用技术。五是加强新兽药

和绿色无抗饲料产品研发，推动抗生素减量使用。推进猪肉等

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示范，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

用。推广普及智能养猪装备，提升畜牧企业智能化管理能力。

（市科技局、市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市畜牧发展促进

中心等负责） 

（三）严格疫病防控。进一步落实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

病防控政府属地管理和部门联防联控责任，继续严格落实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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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排查报告、突发疫情应急处置等综合防控措施。一是加强

体系队伍建设，加快推进基层防疫队伍改革，确保到 2020 年底

基本完成改革任务。二是建立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长效机制，

部门联动、密切配合，依靠科学、依法防治，群防群控、果断

处置。三是指导养殖场（户）落实“封住场、管住车、守住门、

把住料、盯住人、看住猪、关注邻、消好毒”的防控要求，强

化生物安全管理。四是强化动物疫病流行病学调查和监测工作，

做好处置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准备。五是按时足额落实病死

畜禽无害化处理经费，加强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建设管理，实

现县级兽医系统实验室检测能力行政区域全覆盖。（市农业农

村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交通运输局、

市卫生健康委、市畜牧发展促进中心等负责） 

（四）规范市场流通。一是严格出栏肥猪点对点外调管理，

认真落实区域调运监管制度，率先实现由“运猪”向“运肉”

转变。严格落实指定通道、外调生猪及产品备案管理制度，迅

速落实仔猪及冷鲜猪肉运输“绿色通道”政策。二是严格落实

冻猪肉储备制度，按省市储备计划足额储备，完善储备调控机

制，确保重要时间节点稳定供应。扩大牛羊肉、禽肉等替代品

供给，保障市场肉品有效供给。三是加强猪肉市场监管，强化

监督抽查和检验检疫，确保肉食品质量安全。畅通投诉举报渠

道，严厉打击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囤积居奇、相互

串通操纵市场价格等各种违法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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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口肉通关提供优质服务，提升通关效率，压缩通关流程，

简化查验环节。严格准入审批，强化现场查检，禁止疫区肉制

品入境，确保进境肉制品质量安全。五是加强市场监测，开展

市场行情分析，及时发布市场运行信息，开展宏观指导，促进

市场供应运行稳定。（市发展改革委、市市场监管局、市商务

局、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农村局、临沂海关、市

畜牧发展促进中心等负责） 

（五）加强监管服务。一是简化规模养殖场户备案程序，

取消备案证明材料，凡是达到规模标准的养殖场户可直接登录

农业农村部直联直报信息系统进行备案。二是深入落实“三安

联动”制度，建立产地准出市场准入机制，强化畜产品质量安

全监督抽检，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三是加强协管员队伍建

设与管理，强化检疫技术培训考核，确保驻场官方兽医数量能

够满足工作需要。四是优化屠宰行业结构布局，科学规划屠宰

企业设置，落实屠宰企业主体责任。深入开展屠宰企业标准化

创建，积极引导生猪屠宰企业推行“撤点并厂、定点配送”经

营模式。（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司法局、市公安

局、市生态环境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畜牧发展促进中

心等负责）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市里成立恢复生猪生产协调办公室，

负责推动政策落地、强化跟踪问效、及时报告进展、协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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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履职尽责，积极担当

作为，把生猪稳产保供抓紧抓实，统筹做好促进生猪生产、保

障市场供应各项工作。 

（二）强化责任落实。各县区政府要落实生猪稳产保供主

体责任，对本辖区生猪稳产保供工作负总责，要出台专门政策，

在用地、资金、信贷、基层动物防疫机构队伍建设等方面优先

安排、优先保障。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抓好工作落实。

农业农村、畜牧部门履行好牵头抓总的职责，确保各项任务落

实到位；财政、金融部门要加大对生猪生产的资金支持力度；

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生猪养殖用地保障工作；生态环境部门要取

消超出法律法规的禁养规定；发改、公安、商务、市场监管、

海关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沟通协作，形成工作合力，共同

完成恢复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的目标任务。   

（三）强化宣传引导。要坚持正面导向，加大宣传力度，

引导养殖场特别是大型养殖企业提振信心，增养补栏，科学养

殖，适时出栏；要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及时答疑解惑，引导理

性消费。要做好负面舆情管控，加强会商研判，适时发布权威

信息，防止谣言传播；对恶意炒作、散布谣言、影响猪肉市场

正常消费以及社会稳定的违法行为，要坚决依法打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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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29 日 

     

 

 
 
 
 
 
 

 

 

 

 

 

 

 

 

 

 

 

 

                                    (2019 年 12 月 2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