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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加快农业的转型发展，平顶
山市委、市政府以生态文明观为引领，提出
了“以畜牧业为龙头，发展农牧结合、现代
生态循环农业”的新思路，确立了“循环农
业+品牌农业+协同农业”的新战略，并以

“全区域规划、全绿色理念、全创新驱动、全
产业开发、全循环发展”为主旨，先后制定
实施了《平顶山市现代生态循环农业试验
区建设规划》《品牌农业发展战略规划》

《100 万亩生态粮规划》《65 万亩饲料粮基
地发展规划》和《10 平方公里健康食品加
工园区建设规划》。

生态发展篇
粪便污染是制约畜牧业发展的关键瓶

颈。为消除环保约束、拓宽发展空间，全市
确立了“无害处理、资源利用、种养结合、循
环发展”的治理方针。围绕实现五年内发
展100家农牧结合大型循环企业、建成100
万吨有机肥生产线、发展 100 万亩生态农
田，让畜禽粪污充分利用的目标，市政府每
年拿出1500万元用于推广种养结合、生态
发展模式，引导养殖企业流转土地、消纳粪
污，先后形成了“农牧结合、就近利用”“林
牧结合、自然利用”“协议消纳、异地利用”

“无害处理、集中利用”“加工制肥、分散利
用”“就地还田、直接利用”等六种畜禽粪便
处理循环利用模式，培育出“农牧结合、林
牧结合、加工带动、养殖带动、合作带动、复
合发展”六类循环企业类型。瑞祥农牧被
命名为“全国畜禽养殖粪污处理与利用技
术示范基地”；康龙集团坚持走生态发展之
路，带动绿色种植 12000 余亩，并首创了

“生猪千头线生态养殖模式”；顺义公司以
养殖带种植，用种植促养殖，规划流转土地
4 万亩，成为全市首个实践“种有机粮、养
有机猪”的新典型。鲁山辛集循环农业示
范区规划养殖奶牛1万头，肉驴5000头，生
猪20万头，配套建设生态农田55000亩，促
进了种植与养殖业的协同发展。目前，全
市实行种养结合的循环企业已发展到150
余家，带动生态农田建设达 35 万余亩，建
成有机肥生产线5条，产能达30余万吨，养
殖企业青贮秸秆 155 万吨，初步构建起农

（林）牧结合、资源循环、生态环保、安全高
效的现代生态农业生产体系。

安全发展篇
产业发展，重在安全。为确保畜产品

质量安全，畜牧兽医部门抓防检、控环节、
除隐患、强追溯，形成了具有平顶山特色的
质量安全管控模式。一是建立“两乡（镇）
一站、六村一员、六员一体”防疫检疫管理
体系。即两个乡（镇）设置一个防检中心
站，每六个村配备一名防疫员，每个防疫员
同时兼任检疫助检员、质量观察员、动物交
易员、畜牧统计员、保险协保员等职能，确
保防疫检疫工作有人干、有人管、有监管、
有落实、全覆盖、无死角。二是强化两个责
任，落实七项制度。即明确养殖企业的质
量安全主体责任和管理部门的质量安全监
管责任；全面落实质量安全责任追究制、企
业主体责任承诺制、监管对象告知制、检测
结果公示制、监管对象纸质与网上备案制、

鹰 城 唱 响 新 牧 歌
——平顶山现代畜牧业发展纪实

平顶山为古应国所
在地，古文字中“鹰”和

“应”通假，因此平顶山
又被称为“鹰城”。这里
山川秀美，人文荟萃，资
源众多，产业发达，在
6300 平方公里的大地
上，现代文明与农耕文
化交相辉映，540万人民
勤劳奋进，到处洋溢着
创新的活力。

全市畜牧业抓住机
遇，乘势而上，以生态发
展、安全发展、高效发
展、创新发展为主线，积
极用循环农业破解环保
瓶颈，用千头线生态养
殖模式破解用地难题，
用新型保险+新型金融
破解融资难题，用标准
化+可追溯破解安全难
题，用合作发展+目标市
场破解销售难题，取得
显著成效。

2014 年，平顶山被
定为“河南省生态循环
畜牧业示范市”。2015
年全市畜牧业产值占农
业 总 产 值 比 重 达 到
46.5%，位居全省前列。
2016 年 6 月，新华社以

《猪身上长出现代农业
产业链》为题目，向全国
报道了平顶山的创新经
验，前不久被确定为河
南省现代生态循环农业
试验区。

养猪企业粪污处理设施 河南瑞祥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莲藕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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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河南天成鸽
业有限公司鸽舍

③市顺义养殖
有限公司全自动工
厂化猪舍

④平顶山市硕
丰养殖专业合作社
是目前全省规模最
大的獭兔、肉兔养
殖基地

利用处理后的养殖粪污，把山冈薄地中低产田改造成为生态有机粮田 河南康龙实业集团大棚生猪千头线基地河南红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精品蔬菜“植物工厂”

监管巡查日志制、违规违法企业黑名单
制等制度。有序开展专项治理，严厉打
击违法行为，确保产品质量安全。三是
坚持从源头抓安全。规划实施了65万亩
饲料粮生产基地和300万头“无激素、无
抗生素、无重金属”生产基地建设。大力
推行畜禽保险，对没有安全价值的病畜、
病禽，提前实行无害化处理。已建成30
万头无害化处理厂和覆盖全市的病死畜
禽收集处理体系，与保险理赔、综合执法
相结合，实行集中处理，堵住病死畜禽流
向市场的通道。四是建立全方位畜产品
质量追溯体系。将全市养殖企业、饲料
企业、屠宰企业、兽药生产企业、兽药经
营企业、动物检疫部门全部列入监管对
象，从投入品的生产到销售、使用，从养
殖场的饲养到防疫、检疫、屠宰、出售等
环节信息全部置于网络监控之中，让畜
产品来有形、去有踪，质量安全可防可
控，为群众消费安全提供有效保障。

高效发展篇
近年来，为大幅提升畜牧业的产业

效益，市里制定了“抓质量上水平，抓集
群壮规模，抓加工促增值，抓品牌占市
场，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畜牧强市”
的目标。一是全面推进畜牧业标准化生

产，用标准化提高整体质量。目前，以
“无激素、无抗生素、无重金属”为标志的
“滍源生猪”已经源源不断进入上海市
场。二是大力推进集群发展。全市集中
培育的生猪、肉牛、奶牛三个集群，已被
列为省级产业化集群。三是强力推进畜
产品加工业发展。启动实施了10平方公
里健康食品加工园区建设规划。位于宝
丰县的伊利鲜奶加工基地年产量达10万
余吨，带动奶牛养殖4万余头，年创税利
可达1.6亿元；国润牧业已建成年屠宰10
万头肉牛生产线，着力开发中高端红牛
牛肉，成为中原地区最具潜力的肉牛加
工企业。四是积极打造名优品牌。先后
培育了“滍源生猪”“国润红牛肉”“金牛
足”“龙潭峡树鸡”“昭平湖柴鸡蛋”“众口
菜粮”“硕丰獭兔”“天成肉鸽”等一批鹰
城畜牧名优品牌，大大提升了平顶山畜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在上海第四届优质
畜禽产品交易大会上，一次签订销售协
议26个，总金额达27.3亿元。“滍源生猪”
签出9万吨（100万头）大单，每公斤毛猪
售价高出市场0.6元，仅此一项，每年可
让生猪养殖合作社的100个成员单位净
增收益7500万元。这是自“瘦肉精”事件
4年后，“河南猪”首次大规模重返上海这
个国内检测严格的高端消费市场。而由
此为突破口，上海农产品批发市场已初

步确定将平顶山打造成中国一流的绿色
农产品供沪基地。

创新发展篇
创新是畜牧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为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问题，全
市制定了“龙头企业+合作社+养殖场
户”三位一体再加目标市场的产业开发
思路。先后支持成立了平顶山现代养
殖专业合作总社、伊稞肉牛养殖专业合
作社、硕丰肉兔养殖专业合作社、旺成
养鸡专业合作社和丰都肉驴养殖专业
合作社等五个覆盖全市的大型合作
社。目前每个大社带动规模养殖场户
都在100家以上。市养殖合作总社统一
提供“疫病监测、投入品采购、生猪保
险、贷款担保、市场销售”等服务，外地
企业纷纷联系要求加入，成为闻名全省
的示范社。为解决养殖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的问题，市政府一次拿出2000万元
支持畜牧业开展融资服务创新，建立了
授信 6 亿元的融资担保服务平台，并探
索形成了“合作社+政府+银行建立资金
池放大授信融资模式”、“互联网+合作
社+中华保险+京东金融新型融资模式”
和“R2O所有权与饲养权分离新型网络
融资模式”。为增加畜牧业科技含量，

成立了平顶山市循环农业研究院，相继
开展了畜禽粪污集中处理技术、“三无
安全猪”生产技术、生猪出肉率提升技
术、生猪分段饲养技术、新型饲料开发
技术、远距离冷链运输保鲜技术的研究
与应用。大力推广自动上料、自动饮
水、自动控温控湿、远程监控管理饲养
模式，有力提升了全市畜牧业的科学发
展水平。不断创新畜牧业与保险机构
合作发展新模式，积极开展养殖育肥保
险、目标价值保险、安全繁育保险、贷款
信用保证保险、贷款人平安保险等多个
险种，让畜牧业成了不受价格影响、不
受疫病制约、不受意外干扰的稳定产
业。 建立全市循环农业发展项目库，
目前入库项目已有 70 多个，总投资 223
亿元；正在实施的项目58个，投资52亿
元，为生态循环农业试验区发展储备了
澎湃的动能和强盛的后劲。

伟业同春天不老，云帆济海路犹
长。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平顶山以循环
发展为特征，以全产业链开发为特点，
以安全、高效、生态、环保为特色的新型
畜牧业，必将书写出更加壮美的画卷、
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本报记者 刘晓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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