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农农函〔2019〕683 号

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现将《农业农村部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给的意见》

（农牧发〔2019〕9 号）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

下意见，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认真落实生猪产业发展保障政策

各地要严格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强化“菜篮子”考

核工作力度，统筹推进“菜篮子”工程建设，积极争取财政支持，

保护生猪基础产能，鼓励种猪场配种，保障畜产品稳定供给。要

科学规划生猪养殖布局，保持一定的生猪养殖量、自给率和发展

空间，资源约束突出的地区要着力发展高效环保型生猪养殖，鼓

励在珠三角及大城市周边建设高水平生猪养殖企业。各级农业农

村部门要积极主动配合政府、相关部门严格依法依规科学划定畜

禽养殖禁养区，严格执行国家《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

要求，不盲目禁养限养，不搞“一刀切”，不随意扩大划定范围。



积极协调自然资源部门将规模化畜禽养殖、病死动物无害化处

理、粪污资源化利用、畜产品屠宰加工等用地纳入当地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切实解决生猪产业发展用地问题。

二、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和调运监管政策

进一步压实市、县、镇各级动物防疫属地管理责任，遵循“早

快严小”即发现早、处理快、处置严、损失小的原则，统筹组织

各方力量持续强化监测排查，一旦发现异常情况，果断消除风险

隐患。要认真研究并按照《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案（2019

年）》的规定，优化疫情处置，充分考虑地理环境、交通运输、

建筑布局、饲养管理水平等因素，科学评估风险，精准确定扑杀

范围。继续深入推动“3+1”专项行动，加快车辆清洗消毒场所

建设，鼓励大型养殖场、屠宰场、无害化处理场建设车辆洗消中

心。推进生猪屠宰环节非洲猪瘟检测工作，降低屠宰环节病毒扩

散风险。优化调运监管政策，不得限制符合条件的种猪和商品仔

猪正常流通，支持规模养殖场和屠宰厂“点对点”调运生猪及产

品。进一步强化病死畜禽监管，组建各级无害化处理工作专班，

强化巡查，确保辖区内病死畜禽得到有效处置，决不允许出现病

死畜禽随意抛弃和无人处置的情况。

三、加快推进生猪产业转型升级

各地要充分认识当前生猪产业面临环保高要求、疫情高风险

的严峻形势，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生猪产业发展问题，采取切实

有效措施，加快推动生猪养殖、屠宰、加工、流通等环节全面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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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升级，促进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推动小散养殖向规模化养殖转型升级。加强生猪优良

品种选育推广，调整优化生猪养殖结构，做好发展规模养殖场和

消减小散养殖场的“加减法”，强化畜牧业产业扶持政策，大力

发展标准化规模化养殖，鼓励支持大型企业在全省或大区域范围

内布局生猪养殖和屠宰加工全产业链，推进育、繁、养、宰、销

一体化融合发展。依法依规清理、查处不符合防疫和环保条件的

小散养殖场户，通过政府补偿或大型产业化企业收购、兼并或入

股合营等方式，引导小散养殖场户升级改造或有序退出。

（二）推动泔水养猪向科学养猪转型升级。积极推动构建餐

厨剩余物收集、处理、利用等全链条监管体系，阻断餐厨剩余物

流入养殖环节的途径，推动泔水养猪向科学养猪转型升级。加强

养殖、流通、处理等各环节的监督巡查，全面落实禁止泔水喂猪。

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查处非法收集、运输和使用泔水喂猪行为。

（三）推动小型屠宰厂向产加销一体化大型屠宰厂转型升

级。调整优化屠宰行业布局，大力推进屠宰企业压点提质，加快

小散屠宰厂点清理整合撤并，推动区域中心屠宰厂升级改造，引

进大型企业集团，培育建设高水平标准化屠宰企业。积极引导和

推动屠宰产业从销区向产区转移，支持大型龙头企业在生猪主产

区布局养殖、屠宰、加工、冷链配送，实行一体化经营。

（四）推动调活猪向调猪肉转型升级。按照“集中屠宰、品

牌经营、冷链流通、冷鲜上市”的要求，加快推动生猪及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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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方式改革，加快肉品供应链调整和重构，支持建设现代冷鲜

肉品流通和配送体系，推动从运活猪到运肉品的转变。转变消费

观念，引导老百姓更多消费冷鲜肉，提升健康营养消费水平。逐

步实施生猪从养殖场到屠宰厂点对点供应，探索建立产销区域对

接和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实施外省生猪及其产品入粤指定通道制

度。

四、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高度重视，统一思想认识，切实把稳定

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给作为当前一个时期重中之重的任务，切实

加大工作力度，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各市要

在 4 月 30 日前将贯彻落实情况报送我厅。

附件：农业农村部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给的意见

（农牧发〔2019〕9 号）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2019 年 4 月 17 日

（联系人：省农业农村厅畜牧与饲料处薛念波，联系电话：

020-37288284，邮箱：gdxmc123@163.com）

— 4 —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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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排版：阎 倩 校对：薛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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