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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指南Z

畜牧业健康发展

●推进奶业振兴。支持苜蓿种植、收获、运输、加工和储存等，
增强苜蓿等优质饲草料供给能力，降低奶牛饲养成本，提高生鲜乳
质量安全水平。支持家庭牧场、奶业合作社提升生产能力和质量水平。

●实施肉牛肉羊增量提质行动。在北方农牧交错带和南方牛（羊）
产业基础相对较好的养殖大县，支持开展基础母牛扩群提质和种草
养牛养羊全产业链发展。

●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包括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牛羊
调出大县奖励和省级统筹奖励资金。

新型经营主体培育

●高素质农民培育。重点面向从事适度规模经营的农民，实施
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能力提升、种养加能手技能、返乡下乡者创业、
乡村治理及社会事业发展带头人和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示范等培训。

农业全产业链提升

●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新创建 50 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50 个
优势特色产业集群、298 个农业产业强镇，推动乡村产业形态更高级、
布局更优化、结构更合理。择优支持创建一批粮食、种业、肉牛产
业园和产业集群。

●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补”
方式，支持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并择
优选择 100 个县开展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整县推进试点。

●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工程。挖掘农耕文化，推动绿色有机认证，
加强宣传推介，培育区域特色品牌。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强化标志
管理和产品追溯。

4

6

5

种业创新发展

●种质资源保护。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
区和基因库开展畜禽遗传资源保护，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家畜禽核心育种场、
种公畜站、奶牛生产性能测定中心等开展种畜禽生产性能测定。

●畜牧良种推广。在生猪大县实施生猪良种补贴，加快生猪品种改良。
在黑龙江等 10 个蜂业主产省，实施蜂业质量提升行动。

●制种大县奖励。2021年，在现有国家级制种大县范围内，聚焦稻谷、
小麦、玉米、大豆、油菜等重点粮油品种，聚焦种子生产、加工短板弱项，
创新基地建设和发展模式，推动优势基地和龙头企业合作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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