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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现代畜牧科学跨越的脚步
合肥畜牧水产局政风行风建设硕果累累

据统计，上半年肉蛋奶水产品总产量

45.2 万吨，同比增长 5.4%，其中肉类产量

22.2 万吨、禽蛋产量 8.1 万吨、牛奶产量

4.2万吨、水产品产量10.7万吨，同比分别

增长 6.33%、3.99%、7.03%、4.06%。生猪

出栏量、家禽出栏量分别达到 129 万头、

6450万只，同比分别增长6.3%、7.2%。期

末生猪存栏 123.5 万头，其中能繁母猪

15.5万头，同比分别增长6%、2%；存栏家

禽 5135 万只，同比增长 3.5%；奶牛存栏

3.6万头，与去年基本持平。

水产养殖结构不断优化，上半年全市水

产养殖面积62.5万亩，“四大家鱼”等大宗

水产品生产保持稳定，河蟹、鳜鱼、黄鳝、泥

鳅、小龙虾、龟鳖等名特优养殖发展势头强

劲。苗种生产再上台阶，已繁殖鱼苗26.8

亿尾。渔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好转，未发生

一起渔业安全生产事故。

奶牛存栏和家禽出栏位居安徽省第一，

乳业、生猪、家禽、饲料、良种和加工六大体

系建设日趋成熟，综合生产能力、市场竞争

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显著提升，畜牧业经济

综合发展水平稳居安徽省首位。

全面实施畜禽良种工程。坚持引进与

保护相结合、创新与推广并举的方针，组织

开展联合育种攻关，强化地方品种资源保护

利用。淮猪、富安白鹅、乡鸡等3个配套系

通过审定，森科公司被农业部确定为淮猪遗

传资源保护场。安泰和长风华多公司原种

猪场建成投产，一举填补了全省空白。全市

存栏种猪和种鸡分别达到15万头、120万

套，立足安徽、辐射全国的良种繁育体系基

本形成。

大力扶持千区万场建设。按照“统一标

准，公开公示，总量控制，先建后补”的原

则，连续多年扶持养殖基地建设，着力推进

生产方式转变。全市共建成各类规模养殖

场（小区）4600多个，形成了以和威集团、温

氏集团、立华公司等龙头企业自建基地为引

领，以年出栏万头生猪、百万只家禽、存栏千

头奶牛等养殖基地为示范，以中小规模养殖

场为主体多品种、多层次、多类型的规模养

殖体系。规模比重达到75％以上，远远超

出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积极实施兴工强畜战略。不断加大扶

持和招商引资力度，先后培育和引进了伊

利、雨润、森淼等一批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

构建了以伊利、白帝为龙头的乳业加工体

系，以雨润、徽商为龙头的生猪加工体系，以

和诚、森淼为龙头的家禽加工体系，以新希

望、大北农、湘大为龙头的饲料加工体系。

全市奶业、生猪、家禽和饲料四大加工体系

的年加工能力分别达到20万吨、400万头、

2.5亿只和200万吨，实现了由数量增长向

质量效益提高的转变，由初级加工向精深加

工的延伸。

着力推进良种品牌培育。强化标准制

定和执行，组织安徽博大公司等企业制定了

《肉山羊饲养规程》等12个省市级标准，建

成国家级、省级和市级标准化养殖基地3

家、6家和150家。加强对生产环节监督，

深入开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

品认证工作。全市通过三品认证、认定的企

业有42家，春然牌冷鲜肉、白帝牌酸牛奶等

8个产品获得省级名牌农产品称号，鸿汇牌

蜂蜜荣获中国名牌农产品称号，有效提高了

产品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

充分发挥强龙带动作用。伊利、和威、

雨润、新希望、温氏等一批国家级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落地建设和增资增产，森淼、长

风、老母鸡集团等成长型企业焕发新活

力。龙头企业集群效应显现，国家级龙头

企业数、产业集群集聚度、产业辐射带动力

均“领跑”全省。世界最大的肉鸡食品加工

厂——和诚公司2亿只肉鸡食品加工生产

线建成投产。亚洲最大的奶牛场-马鞍山

现代牧业有限公司2万头奶牛牧场项目进

展顺利，已建成存栏8000头超大规模的高

产奶牛繁育核心群。项目建设起点高、规

模大、特色鲜明、带动力强，大企业建设大

项目、带动大投入、培育大产业的发展格局

初步形成。

精心打造生态养殖园区。坚持把污染

防治作为促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

基础，严格落实新建养殖场环境评估制

度。突出畜禽养殖排泄物综合治理，组织

实施沼气工程，大力推广发酵床、林间养

鸡、猪沼渔等生态循环养殖模式和技术，打

造了肥西老乡鸡生态园、潜溪山庄和立华

公司林间养殖等一批生态养殖园区，建成

了长风、华杰、鑫华、科鑫等一批大型沼气

工程，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

益，有力促进环境友好型畜牧业发展。

几年来，合肥市畜牧水产局着力在政

策、防疫、监管体系上下功夫，不断加大引导

扶持力度，强化综合发展措施，为加快产业

发展和结构升级提供了有力保障。

构建政策支持体系。畜牧产业的飞速

发展，受到合肥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日前，该局又出台了《合肥市2012年新建

种猪场、养猪场（小区）建设操作规程》等5

个建设操作规程，正式启动2012年现代养

殖业奖补工作，预计全年奖补资金达到

2500万元。

自2008年市政府出台奖补政策以来，

我市养殖业共获得市财政扶持资金达到

5789.35万元，惠及300余个养殖企业。奖

补政策起到“四两拨千斤”作用，有效调动

社会各行业投资养殖业的积极性，带动社

会工商资本投入生猪、奶牛养殖及龙虾、黄

鳝等特色养殖，增强产业的发展后劲，有效

调整了产业结构，规模化、标准化水平逐步

提升，促进了我市养殖业持续快速发展。

2011年全市养殖业产值达到175亿元，肉

蛋奶水产品总产量达到93.7万吨。养殖业

产值、家禽出栏量、奶牛存栏量以及产业的

集群集聚度、辐射带动力和综合发展能力

均位居全省首位。

风景这边独好 养殖业生产再创新高

财政扶持资金“四两拨千斤”

从2005年启动畜牧水产科学跨越工程以来，合肥畜牧水产人紧紧抓住科

学发展不放松，以政风行风建设为抓手，不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路高歌一

路精彩：先后获得“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先进单位”、“全省农业依法

行政先进单位”、“全省动物防疫工作先进市”和“全省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先

进市”等荣誉称号。 刘磊 仇恒所

根据政策，市财政将对达到条件的新

建年出栏5000头以上商品猪场（小区）、存

栏150头以上奶牛场、出栏100万只以上

规模肉禽场、3万套以上肉种鸭场、存栏1

万只以上蛋鸭场、出栏500只以上规模种

（肉）羊场以及新建规模龙虾、鳜鱼、河蟹繁

育（养殖)基地、网箱黄鳝养殖基地等分别

给予奖补。较往年相比，今年新增蛋鸭场、

种羊场、肉羊场以及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

的奖补。

根据政策，新建并从国外引进原种猪

300头以上的原种猪场，一次性补助200万

元；新建并存栏600头以上纯种能繁母猪，

以生产二元杂交母猪为主的祖代种猪场，一

次性补助100万元；新建并存栏2000头以

上的能繁母猪父母代种猪场，一次性补助

100万元；新建并存栏3000头以上的能繁

母猪父母代种猪场，一次性补助150万元。

为确保合肥市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有力

有序开展，实现重大动物疫病零疫情，该市

继续将动物防疫和无规定动物疫病省级示

范区建设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强制免疫疫

苗配套经费由各级财政按照规定比例承

担，免费发放农户使用。仅此一项，可以为

全市农民节约养殖成本1300万元左右，其

中市本级财政承担400余万。

深入开展畜牧业科技进万家和渔业

科技服务促进年活动，大力推广健康养殖

技术，普及健康养殖理念，新创建农业部

健康养殖示范场7个。合肥市畜牧水产

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为全

市加强畜水产量质量安全监管提供了可

靠的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加强畜水产

品监督抽查力度，国家、省、市三级抽检结

果表明，检测合格率达100%，畜产品质量

有保障。强化生猪定点屠宰检疫，仅城区

就屠宰检疫生猪33.03万头，剔除并无害

化处理生猪228头。狠抓外来牛肉质量

监管，严厉打击“注水肉”、“病害肉”，上半

年报验牛肉3.6万头，没收销售含水量超

标牛肉138头。深入开展兽药GSP认证

工作，已有188家兽药经营企业通过GSP

认证，兽药生产、经营和使用管理不断规

范。

层层落实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责任，紧

扣“零疫情”的防控目标，各级畜牧兽医主

管部门扎实开展春季集中免疫和夏季猪病

防控行动，有效防止了重大动物疫情的发

生。截至目前，全市领发各类强制免疫疫

苗2548.55万毫升，检测高致病性禽流感

等样品1681份，检测结果表明，我市高致

病性禽流感抗体检测合格率达97%，口蹄

疫抗体检测合格率达96%，蓝耳抗体检测

合格率达 97%，猪瘟抗体检测合格率达

99%，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整体免疫效果

好,坚持“源头与全程、农村与城区、专项整

治与日常管理、检疫监督和抽样检测”同举

并重，围绕“养殖、屠宰、经营和外来报验”

四大关键环节，构建“政府组织、畜牧主管、

部门负责、分关把守、市县联动、联合执法”

的监管体制，全面推行了畜禽产品全程控

制和监管。“私宰肉、注水肉和病害肉”等

“问题肉”得到全面遏制，在全国率先解决

了“注水肉”上市问题，全市没有发生一起

重大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受到了广大人

民群众的积极拥护和交口称赞。

20项优惠政策为发展规模养殖提速

新建养殖基地最高可获200万奖补

大力支持动物防疫体系建设

畜水产品抽检合格率100%

重大动物疫病“零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