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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5 月 16 日上午，

一场由汝州市畜牧、水利等相关单位和小

屯、王寨、蟒川等乡镇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

在汝州市畜牧局七楼多功能厅召开，主题是

为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年出栏 200 万头

生猪养殖体系项目和年出栏 210 万头生猪

养殖综合体项目“找水”。

“2019 年 10 月，牧原股份进驻汝州，规

划建设年出栏 100 万头的生猪养殖体系项

目。当时，我们对政府的支持力度心存疑

虑。经过半年的交流对接，汝州市的支持、

关心和服务深深地打动了我们，集团在汝州

的投资规模也不断扩大，从年出栏 100 万头

到年出栏 200 万头，再到目前的年出栏 410

万头。”牧原股份汝州项目负责人姚宁说。

牧原股份在汝州注册成立了汝州市牧

原农牧有限公司，一期在建项目 6 个，设计

产能年出栏 285 万头生猪、年产饲料 42 万

吨。

近年来，汝州市围绕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 展 ，以 创 建 全 国 畜 牧 强 县 为 抓 手 ，实 施

“1234”发展战略，增强招商引资的针对性

和 有 效 性 ，不 断 完 善 产 业 链 条 ，加 速 推 进

畜牧产业快速发展。目前，该市被评定为

全国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县、全国生猪调

出大县、全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

进项目试点县、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

县 。 2019 年 ，该 市 畜 牧 产 值 达 到 37.91 亿

元 ，占 农 业 总 产 值 的 52% ，引 进 了 牧 原 股

份、新希望六和、天康生物、禾丰牧业等国

内龙头养殖企业，总投资 132.9 亿元，年产

值 310 亿元。目前，该市正在与东方希望、

农信互联等优质公司洽谈。

围绕一个目标，找途径。该市认真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恢

复生猪生产的重大要求，立足资源优势，抢

抓发展机遇，确定大力发展畜牧业尤其是生

猪产业的发展思路，计划利用 3 年时间，招

引畜牧业国家级龙头企业 5 家、上市公司 6

家，实现由全国畜牧大县向全国畜牧强县、

全国畜牧经济强县转变，规划建设畜产品食

品产业园，建立生猪电子交易平台，实现千

亿级畜牧全产业链产值的发展目标。

抓住两个关键，搭平台。企业发展，基

础在土地、命门在资金。该市坚持“龙头带

动、品牌培育”的发展思路，精准施策、精准

发力，紧紧围绕土地和金融两个关键要素，

为畜牧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在用地方

面，该市将符合养殖用地要求的土地列出清

单，摸清家底，由乡镇进行统一流转。目前，

该市储备养殖用地 2 万余亩，用以解决企业

发展用地难题。在资金方面，该市出台系列

政策措施，发挥金融部门资金优势，支持畜

牧业发展，解决资金瓶颈，目前已为汝州市

牧原农牧有限公司等养殖企业提供贷款 2

亿多元。

发挥三项优势，引凤凰。发挥资源优

势。该市“两山夹一川”的地形结构，广袤的

虎狼爬岭未利用地，为畜牧业提供了充分的

土地资源，为企业入驻提供充足的空间。发

挥产业优势。汝州作为畜牧业养殖大县，现

有标准化生猪规模养殖场 241 家、饲料加工

企业 5 家、屠宰企业 2 家、兽药生产企业 1

家，产业链条相对完整，通过以商招商，发挥

本土企业作用，招引畜牧企业入驻。发挥物

流优势。该市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境内有宁

洛高速、二广高速、林桐高速经过，郑州国际

机场、洛阳机场都在 1 小时交通圈内。同

时，利用“互联网+货运”，建立大易物流平

台，注册车辆突破 18 万辆，全年交易额突破

31亿元，为企业运输提供保障。

绘制“四张图谱”，拓路径。该市聘请国

内一流公司实地调研，启动了畜牧产业“四

张图谱”绘制工作，目前初稿已经形成。围

绕“四张图谱”，同步启动“四个拜访”工作，

围 绕 700 万 头 生 猪 产 业 链 ，实 施 延 链 、补

链、强链，重点在智能化养殖设备制造、畜

产品加工、生物医药原料提取加工、生猪电

子交易平台、畜牧食品产业园建设等领域

招引项目，打造生猪产业发展完整产业链，

努 力 将 汝 州 打 造 成 全 国 畜 牧 产 业 发 展 高

地。同时，该市围绕畜牧产业发展，成立畜

牧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为项目建设开

辟“绿色通道”；对引进的畜牧产业项目，分

别成立工作专班，由市级领导担任首席服

务官，一对一服务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按计

划快速推进。

在招引龙头企业的同时，该市坚持培育

本土优质企业，在政策、技术、资金上给予支

持，扶持企业做大做强。

5 月 16 日下午，在位于汝州市夏店镇黄

沟村的河南华扬农牧有限公司 5500 头种猪

场项目工地上，工人在标准化猪舍内安装漏

粪板。公司董事长鲁高信介绍说，华扬农牧

是河南省内中丹合作的最大的丹系种猪培

育基地，项目总投资 2 亿元，设计年出栏生

猪 15 万头，去年 10 月开工建设，今年 7 月将

全面投产。另外，华扬农牧其他 3 个老场也

基本改造完成，预计年底出栏生猪将突破 30

万头。

除华扬农牧外，该市本土优质畜牧企业

还有汇捷集团、金汇牧业等生猪养殖企业，

中王生态农牧、双峰牧业等蛋鸡养殖企业，

瑞亚农牧、亿鑫源等奶牛养殖企业，坤元农

牧、仟民合等湖羊养殖企业，启航农牧、丰润

盛农牧等肉牛养殖企业，金顺兔业等肉兔养

殖企业。

目前，汝州市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年出栏

200 万头生猪养殖体系项目一期工程已全面

开工建设；汝州市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年出栏

210 万头养殖综合体项目前期工作已完成，

计划于近期全面开工建设，养殖区计划于 8

月底建成投用。新希望六和在汝投资年出

栏 100 万头生猪养殖项目已开工建设，计划

7月底部分场区建成投产。天康生物在汝投

资年出栏 30 万头生猪养殖项目已开工建

设，计划 8 月底建成投产。禾丰牧业年出

栏、屠宰加工 6000 万只肉鸭项目目前已部

分投产，运营良好。预计 2022 年汝州市可

实现年出栏生猪 700 万头以上，并实现“饲

料-养殖-屠宰-冷链仓储-食品加工”等全

产业链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在抓好项目落地的基

础上，扎实做好‘四个拜访’，重点围绕智能

化养殖设备制造、畜产品加工、生物医药原

料提取加工、猪副产品加工、生猪电子交易

平台、食品产业园区、有机肥生产等高精尖

领域招引龙头企业。我们将打破传统养殖

观念，打造‘互联网+养猪’‘智能化+养猪’，

在打造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把更多

的高新技术融入生猪产业。”该市畜牧局局

长李天玺说。

瞄准畜牧产业集群 实施“1234”发展战略

汝 州 市 争 创 全 国 畜 牧 强 县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畜

牧业是农业农村经济的重要支

柱 产 业 。 大 力 发 展 现 代 畜 牧

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之

一。为加快推进畜牧业转型升

级，建设现代畜牧业，充分发挥

人才智力优势，培养、提升畜牧

人才专项能力和综合素质，结

合汝州实际，汝州市畜牧局和

汝州市人才工作办公室共同举

办了生态畜牧专家讲坛活动，

让养殖企业和畜牧局的技术骨

干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目前，

生态畜牧专家讲坛已举办了 5

期。”5 月 17 日，来自平顶山学

院的张科博士说。

选派博士服务团到基层挂

职服务锻炼，是我省人才工作

面向基层、服务一线，促进经济

社 会 发 展 的 重 大 举 措 。 2019

年，我省选派 112 名优秀人才，

组成第 17 批博士服务团到基层

挂职服务锻炼。经汝州市人才

工作办公室协调，张科博士挂

职汝州市畜牧局，负责生态畜

牧专家讲坛工作。

该讲坛邀请国内外疫病防

控 专 家 、新 型 畜 牧 业 发 展 专

家 、一 线 实 用 技 术 专 家 、畜 牧

企 业 CEO 等 ，围 绕 生 猪 养 殖

业 、禽 业 、奶 牛 业 、肉 牛 业 、肉

羊 业 等 领 域 开 展 活 动 。 去 年

10 月 29 日，汝州市生态畜牧专

家讲坛启动，首期讲座邀请驻

马 店 农 业 学 校 教 授 王 爱 勇 和

《求真农牧》杂志总经理、主编

范卫彬，以生猪养殖业健康发

展为主体，围绕非洲猪瘟防控

作了报告。去年 11 月 26 日，讲

坛 邀 请 丹 麦 养 猪 专 家 迈 克 围

绕猪场生产管理、非洲猪瘟防

控和复产作了报告。今年 2 月

28 日 ，由 于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生

态畜牧专家讲坛在钉钉软件上

以视频会议的形式举行，邀请

河南科技学院蜜蜂研究所所长

张中印教授、河南蜂业商会会

长尚建国，讲解了蜜蜂养殖过

程中的难题以及蜂业发展的困

惑。

已举办5期

生 态 畜 牧 专 家 讲 坛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本报讯 （记 者 田 秀 忠）“ 十

分感谢汝州市畜牧局的领导和

工作人员，在疫情防控期间，他

们积极协助我们申办通行证，并

到高速路口协调养殖企业生产

物资车辆通行。”5 月 17 日，河南

天康宏展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感激地说。

今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 ，多 地 封 城 封 村 封 路 造 成 饲

料、兽药等生产物资运输受阻，

肉蛋奶等产品积压运不出去，种

畜禽苗运不进来，严重影响养殖

业生产持续。

为解决养殖户实际困难，汝

州市畜牧局克服重重困难，订购

防疫物资和消毒药品，并于 2 月 6

日发放到 21 个乡镇，开展为期一

周 的“ 大 清 洗 、大 消 毒 ”专 项 行

动，有效防止疫情期间高致病性

禽流感、非洲猪瘟等动物疫情叠

加。

该 市 认 真 贯 彻 落 实 河 南 省

及平顶山市非洲猪瘟等重大动

物疫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精神，

在强化“五控一隔离”防控措施

的同时，严把非洲猪瘟防控“六

关”（养殖监测关、生猪出栏关、

生猪调运关、生猪屠宰关、无害

化 处 理 关 、消 毒 关），积 极 落 实

“六个保障”（完善应急预案、加

强宣传培训、提升防控能力、加

强资金保障、打击违法行为、严

格落实责任）。

严 把“ 六 关 ”。 开 展 非 洲 猪

瘟常规检测，加大养殖环节、生

猪出栏环节、生猪调运环节、生

猪屠宰环节和无害化处理环节

非 洲 猪 瘟 监 测 ；强 化 产 地 检 疫

工作，规范检疫程序；建立畜禽

运输车辆洗消制度和调运生猪

落 地 报 告 制 度 ，运 输 生 猪 必 须

使 用 经 过 备 案 的 运 输 车 辆 ，加

强生猪调运监管力度，在主要交

通 干 线 设 置 5 个 临 时 公 路 动 物

防疫监督检查站，对过往生猪运

输 车 辆 进 行 查 证 验 物 、清 洗 消

毒；落实屠宰企业“两项制度”，

向屠宰场派驻兽医，屠宰企业全部实现非洲猪瘟自检；

加强畜禽无害化处理监管，向无害化处理厂派驻兽医，

对病死动物收集、运输、处置全过程加强监管；积极推进

洗消中心建设，已投入运行车辆洗消中心 5 个，拟再建设

两个洗、消、烘公共洗消中心，对畜禽运输车辆装载前、

卸载后进行清洗消毒。

落实“六个保障”。加强防疫体系建设，按照国家 II 级

兽医实验室生物安全要求的建设标准，对兽医实验室进行

改造升级，配备了非洲猪瘟监测设备（PCR 仪），提升动物

疫病防控能力；加大宣传力度，发放告知书、签订承诺书各

6000 多份，张贴政策、公告 6750 份，对非洲猪瘟防控政策、

知识进行全覆盖宣传；开展违法违规调运生猪行为专项整

治，坚决查处在生猪养殖、经营、运输、屠宰等环节的“炒猪”

行为；实行非洲猪瘟防控网格化管理，设置网格长 41 人，建

立专人包村、包场制度，实现“全覆盖、无死角”，将防控责任

层层落实，责任到人。

截至 5 月 15 日，该市 5 个高速路口卡点共检查消毒畜

禽运输车辆 222 辆，排查生猪 18389 头，未发现异常情况；持

续对规模养殖场、养殖密集区、屠宰场、生猪运输车辆、无害

化处理厂等重点场所进行抽检监测，共检测非洲猪瘟病原

学样品 3039 份；严格落实日排查、零报告、全面排查制度，

该市 2782 家生猪养殖场实现日排查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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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5 月 20 日，厂家将

派人过来安装兔笼。到时候，村里没有产业发

展能力的 11户兜底户将从中受益。”5月 17日上

午，汝州市夏店镇黄沟村驻村第一书记李青建

站在该村新落成的肉兔养殖大棚边高兴地说。

李 青 建 说 ，占 地 3000 平 方 米 、可 容 纳

15000 只兔的肉兔养殖大棚是由该村党支部

书记、汝州市祥和园养殖专业合作社发起人

王光才投资 120 万元兴建的。建成后，对 11

户没有产业发展能力的兜底户，黄沟村村集

体计划为每户出资 3000 元，由合作社代养，每

年按照投资额 15%-20%的比例为兜底户分

红。合作社实行统一购种兔、统一防疫、统一

技术培训、统一对外销售。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黄沟

村有 12 个村民组，共 399 户 1568 人，其中建档

立 卡 贫 困 人 口 175 户 653 人 ，贫 困 发 生 率 为

34.4%。自 2015 年汝州市畜牧局结对帮扶后，

黄沟村依托畜牧养殖技术优势，聚焦精准帮

扶，大力发展畜牧养殖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2018 年底实现整村脱贫。

黄沟村地广人稀，农作物秸秆资源丰富，

村内空闲地方大，历来村民就有饲养牛羊的

传统。但养殖规模普遍偏小，大部分村民不

懂养殖技术，不能很好地进行系统防疫，畜禽

死亡率较高，且无法抵御市场风险，严重影响

了养殖户脱贫致富的积极性。

2018 年 11 月 15 日，驻村工作队召集毛振

江、毛建党、王占营等养殖大户，召开黄沟村

金旭牧养殖专业合作社发起人动员会，详细

分析讲解合作社的模式、作用、发展思路。同

年 11 月 17 日，贫困户翘首期盼的金旭牧养殖

专业合作社成立。

金旭牧养殖专业合作社采用能人带动模

式，通过信息技术互利共享、养殖经验学习推

广，带动贫困户跟进发展、抱团取暖。社员可

免费享受畜牧局统一技术培训、技术指导、发

放疫苗、发放消毒用品、提供市场信息。村里

所有养殖户都可以参加合作社，自愿加入、自

愿退出，不收取养殖户费用。

截至目前，金旭牧肉羊养殖合作社已发

展社员 109 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78 户，存

栏肉羊 1600 余只。合作社成立以来，对社员

进行 5 次技术培训，组织专人免费为贫困户养

殖的畜禽注射疫苗、发放消毒液。肉羊出栏

2200 只，收益达 23 万元。该村鲁盛京、毛现

来、李素粉、毛安民等 26 户贫困户已享受畜牧

产业奖补，新发展养殖肉羊 152 只、牛 11 头，

增收 16万元，户均增收 8900 元。

依据村民的需求和养殖意愿，驻村工作

队又成立了汝州市祥和园养殖专业合作社，

现已发展社员 22户，存栏柴鸡 2万余只。

成立合作社 发展养殖业

汝州市畜牧局帮扶黄沟村整村脱贫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我们通过坚

持源头管控，建立畜产品质量安全长效机

制，做到了让守法诚信畜牧企业受益，让

违规企业受到惩罚，让人民群众吃到健康

放心的畜产品。”5 月 17 日，汝州市畜牧局

局长李天玺说。

近年来，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日

益提高，对肉蛋奶的食用需求不断增长，

畜产品的质量安全越来越受到群众的关

注 ，为 切 实 消 除 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风 险 隐

患，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多年

来，汝州市畜牧局明职责、强举措、抓落

实，形成了监管有力、反应迅速、高效科学

的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长效机制，有力保

障了畜产品质量安全。

汝州市畜牧局坚持“一把手”挂帅与

部 门 分 工 负 责 相 结 合 ，统 筹 推 进 监 管 工

作；坚持专项整治与日常监管相结合，确

保监管工作常抓不懈；坚持执法监督与社

会监督相结合，形成全方位监管合力。

近年来，该局每年平均完成养殖场投

入品、鸡蛋等畜产品快速检测 466 批次。

2019 年，在做好快速检测的基础上，该市

克服困难积极申请畜产品兽药饲料第三

方委托检验工作经费，分别与河南安必诺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和河南海瑞正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签订了委托检验协议，监督抽

检畜产品饲料兽药共计 123 批次，并充分

运用检测结果，依法有力打击相关违法违

规行为，为畜产品质量安全保驾护航。

此外，该市还坚持源头管控，狠抓养

殖场、畜牧投入品、运输、屠宰场、动物无

害 化 处 理 五 个 环 节 ，严 守 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该市畜牧局与养殖场、屠宰场、饲料

厂、饲料经营门市部、生鲜乳收购站等各

类 涉 牧 企 业 签 订 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告 知

书 、承 诺 书 375 份 ；严 格 防 疫 条 件 审 查 ，

强 化 动 物 防 疫 条 件 的 日 常 监 管 工 作 ，规

范建立畜禽免疫标识和规模动物养殖场

（户）档案，指导养殖场（户）科学用药、用

料 和 严 格 执 行 兽 药 休 药 期 规 定,加 大 对

养 殖 环 节 的 日 常 巡 查 和 监 督 抽 检 力 度 ；

加大畜牧兽医综合执法力度，加强兽药、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等生产、加工、经营企

业的监管，严厉查处经营假冒伪劣兽药、

非法经营兽用生物制品和在生产环节非法添加违禁药物的违

法行为；加大对假劣兽药和禁用药物的清理检查力度,认真执行

可追溯管理制度，督促生产、经营企业建立畜牧投入品购销台

账、使用记录制度，对执法检查和监督抽查中发现的问题予以

立案查处。2019 年，该市对随机抽检的 43 份饲料样品、10 份兽

药样品中的 5 份不合格饲料和 1 份兽药进行立案处理，有力震

慑了畜禽投入品环节的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全面落实检疫申报

制度，严格查证验物、检疫、消毒，对检出不合格的按规定进行

无害化处理；在生猪定点屠宰场派驻官方兽医 24 小时值班，做

到有宰必检、有检必严，坚决执行屠宰环节“四不落地”，保证让

人民群众吃到放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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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6日，在位于汝州市夏店镇黄沟村的河南华扬农牧有限公司 5500头种猪场项目工地上，工人在建设标准化猪舍。

5月16日，汝州市畜牧局疫病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在宁洛高速

温泉收费站高速路口动物疫病防控消毒卡点为运输车辆消毒。

汝州市畜牧局驻夏店镇黄沟村工作队队员在为养殖

户传授经验。 图片均为本报记者田秀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