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

关于做好2024年中央财政畜牧业发展

相关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农业农村局,漯河市畜牧局,省农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为组织实施好2024年中央财政畜牧业发展相关项目,根据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关于做好2024年粮油生产保障等项目实施工

作的通知》(农计财发 〔2024〕4号)、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关于做好2024年支持畜牧业发展政策任务实施工作的通知》(农

牧便函 〔2024〕502号)要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强化组织领导。中央财政畜牧业发展相关项目是重要的

惠农政策,事关广大畜牧从业者切身利益。各地 (含省农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下同)务必要高度重视,压实责任,抓好落实。

市级 (含省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同)负责本辖区项目的组

织实施和监督管理,县级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数据核查与项目

验收,并对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负责。

二、细化实施方案。各地要根据省级制定的各个项目实施方

案 (见附件),组织编制本级项目实施方案,做好各项政策统筹

衔接,避免在支持内容和对象等方面出现交叉重复。市级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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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应于2024年8月10日前报送省农业农村厅畜牧处备案,其中

县级基础母牛扩群提质项目实施方案经市级批复后,一并上报。

县级在制定项目实施方案时,要明确项目实施主体、支持标准、

支持方式、补助发放时限等,省农业农村厅将抽取一定比例的县

级实施方案进行审核把关。

三、强化政策公开。各地要全面梳理编制政策 “明白纸”,

及时通过多种渠道对项目政策进行宣传解读,使畜牧从业主体

和基层干部准确理解政策导向、掌握政策内容、了解政策要

求,营造有利于政策落实的良好氛围。项目实施结束后,县级

要及时将补助对象、补助资金等信息进行公开公示,其中发放

到户的补助情况应在村级进行公示,广泛接受社会监督,村级

应将公示台账留档备查。对虚报、冒领等骗补行为,经查实后

予以通报,追回补助资金,情节严重的,取消项目资格,并依

法追究相关责任。

四、加强指导服务。各地要用好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机构、科

研院校等技术力量,发挥好专家组作用,结合项目实施内容和本

地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技术推广和指导服务。有条件的县

(市、区)可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等方式,为全县中小养殖经营

主体提供养殖全过程技术服务,帮助指导养殖经营主体提升养殖

技术水平。

五、强化信息调度。市级要强化项目实施过程监督管理,督

促指导相关县 (市、区)切实抓好项目落实、按时在农业农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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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支付管理平台中填报项目资金支出情况、任务实施各项基础

数据以及项目实施总结报告等。省农业农村厅将依托农业农村部

转移支付管理平台,定期跟踪项目实施进展,对资金支出进度缓

慢、任务实施基础数据信息缺失较多的地市,将适时开展现场督

导检查。

六、严格绩效管理。各地要及时细化分解绩效指标,做好

绩效监控,严格对照绩效指标,考核评估政策任务实施情况,

并于项目实施结束后,按照 《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

办法》有关要求,对政策目标实现、任务清单完成、资金使用

管理等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和自评,形成年度工作总结和绩效自

评报告。省农业农村厅将依据下达的任务清单和绩效目标,适

时开展绩效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项目资金安排的重

要依据。

项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一)粮改饲项目、基础母牛扩群提质项目、畜牧业新型经营主

体生产设施条件改善项目 (肉牛奶牛新型经营主体生产设施条件改

善项目):畜牧处李亚楠,0371—65917662,hnsxmjxmc@163.com。

(二)生猪良种补贴项目、蜂业质量提升项目、畜牧业新型

经营主体生产设施条件改善项目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试点项

目):畜牧处张小玲,0371—65917673,hnsxmjxmc@163.com。

(三)奶业生产能力提升整县推进项目、奶业新型经营主体培

育项目:奶业处刘粉,0371—65917091,hnsxmjny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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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振兴奶业首稽发展行动项目：省畜牧总站张晓霞，

0371-65778756' hnsxmjstgzz@l63. com o 

附件： 1. 粮改饲项目实施方案

- 4 一

2. 基础母牛扩群提质项目实施方案

3. 畜牧业新型经营主体生产设施条件改善项目实施

方案

4. 生猪良种补贴项目实施方案

5. 蜂业质量提升行动项目实施

6. 奶业生产能力提升整县推进项目实施方案

7. 奶业新型经营主体培育项目实施方案

8. 振兴奶业首稽发展行动项目实施方案



附件 1

粮改饲项目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2024年，全省项目县计划完成粮改饲面积 115万亩以上、

全株青贮 288万吨以上（见附件 1-1）。

二、实施内容

（一）实施区域

2024年，粮改饲项目在荥阳市、兰考县、伊川县等 78个

县（市、区）和河南农业投资集团养殖基地实施（见附件）。

（二）补助对象

2024年收储全株青贮玉米、苜蓿、饲用燕麦、饲用高粱、

饲料桑、饲用大麦、甜高粱、构树、杂交狼尾草（巨菌草）、

黑麦草、饲用黑麦、小黑麦、皇竹草和豆类等优质饲草料的规

模化草食家畜养殖场（企业、合作社）、专业青贮收储企业（合

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

（三）补助标准与资金用途

各项目县行政区域内实行统一的补贴标准，每吨不超过

60元。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全株青贮收贮补贴，当年结余资金

可结转下年度使用。

三、主要工作

（一）明确实施主体。各项目县根据目标任务，自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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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主体。项目实施主体必须是规模化草食家畜养殖场

（企业、合作社）或专业青贮饲料收贮企业（合作社）。

（二）组织订单生产。各项目县要与各个实施主体签订粮

改饲项目目标任务书，明确全株青贮数量、种植面积和质量标

准等，同时组织各实施主体及时与种植农户签订全株青贮收购

合同，明确种植面积、收购数量、质量等。

（三）完善设施设备。各项目县要积极组织项目实施主体

对照目标任务书，开展基础设施设备检查，提升完善青贮池等

基础设施，并配备必要的青贮机械设备等，扎实做好青贮前期

准备工作，确保在有限的青贮收割期间能收割、可粉碎、装得

下、贮得好。

（四）发放补助资金。全省统一按照每立方米全株青贮折

合 0.8吨、每吨干草折合 3吨鲜全株青贮草料计算收贮数量。

收贮工作结束后，各项目县要组织实地核查验收（2024年 11

月 30日截止），确定全县符合要求的全株青贮收贮数量，核

定全县统一补贴标准，并依据各项目实施主体的实际收贮数量

核定补贴资金。县级农业农村（畜牧）部门要及时将公示清册

提供给当地财政部门作为兑现补贴资金的依据。要设立专项管

理台账，对每个补助对象的饲料作物种植面积、收贮数量、补

助资金及粮改饲项目目标任务书、全株青贮种植收购合同等有

关资料和单据逐一登记造册，建立资料管理档案，做到“纸质

文件留档、电子文档管理”，并留存必要的项目影像资料。档

案管理资料应一式二份，补贴对象和农业农村（畜牧）部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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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档一份。

（五）强化绩效考核。项目实施结束后，各项目县要结合

《粮改饲工作绩效评价办法》《粮改饲工作绩效评价指标表》

（农牧发〔2017〕8号）要求，重点围绕项目组织管理、资金

使用、饲草收储、项目验收、资金支出、培训宣传、产出效益

等，开展绩效自评。省农业农村厅将适时组织开展项目调研，

重点对项目县的绩效指标完成、补贴资金发放、管理责任落实、

项目实施成效、违规违纪问题等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

下年度任务安排和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

四、有关要求

（一）落实管理责任。各项目县要按照“受益对象明确、

贮存地点清楚、收储数量准确、款物台账详细”的原则，切实

加强粮改饲项目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项目顺利规范实施。要

强化项目调度，在饲草收储期间，定期将饲草收储数据等信息

填报到粮改饲信息统计上报系统，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及时将

项目任务执行进度和资金支出进度上报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

管理平台。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和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将依托

部转转移支付管理平台和粮改饲信息统计上报系统，定期跟踪

各项目县实施进展，对填报信息不及时、实施进度缓慢的项目

县，以适当方式予以通报。

（二）加强技术指导。各项目县要组织畜牧业技术推广机

构、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等多方面力量，强化饲草生产技术指

导，讲解培训《养殖场青贮饲料生产技术导则》，提升饲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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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贮、用综合能力和社会化服务水平，确保饲草储备充足、

均衡供应。

（三）加大宣传引导。各项目县要及时总结粮改饲成熟经

验，提炼推介典型模式和成功案例，加强政策成效宣传，用鲜

活事例和数据宣传粮改饲在促进养殖提质增效、增加农民收

入、保障粮食安全等方面的重要贡献，凝聚行业内外共识，推

动饲草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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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2024 年粮改饲任务分配表
序号 省辖市 项目县 核定数量（万吨） 核定面积（万亩）

1

郑州市

荥阳市 4.9 2

2 中牟县 4.9 2

3 新郑市 2.4 1

4

开封市

祥符区 4.8 1.9

5 兰考县 19.5 7.9

6 通许县 2.6 1

7 尉氏县 1.8 0.7

8

洛阳市

孟津区 7.2 2.9

9 偃师市 1.6 0.6

10 伊川县 2.3 0.9

11 汝阳县 1.1 0.4

12 嵩县 0.4 0.2

13 洛宁县 3.6 1.4

14

平顶山市

鲁山县 0.6 0.2

15 宝丰县 6.8 2.7

16 郏县 2.1 0.8

17 安阳市 滑县 2.7 1.1

18
鹤壁市

浚县 1.3 0.5

19 淇县 1.2 0.5

20

新乡市

平原新区 1.3 0.5

21 卫滨区 0.3 0.1

22 获嘉县 1.5 0.6

23 新乡县 1.1 0.4

24 原阳县 4.2 1.7

25 延津县 1.7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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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辖市 项目县 核定数量（万吨） 核定面积（万亩）

26

新乡市

封丘县 1.2 0.5

27 长垣市 2.8 1.1

28 辉县市 4.7 1.9

29 卫辉市 1 0.4

30

焦作市

示范区 1.6 0.6

31 修武县 1.5 0.6

32 沁阳市 0.7 0.3

33 温县 1.1 0.4

34 孟州市 1 0.4

35 武陟县 2.6 1

36
濮阳市

濮阳县 6.2 2.5

37 台前县 1.6 0.6

38

许昌市

建安区 0.3 0.1

39 长葛市 0.7 0.3

40 禹州市 2 0.8

41

漯河市

郾城区 1.2 0.5

42 舞阳县 1 0.4

43 临颍县 1.6 0.6

44 三门峡市 陕州区 1 0.4

45

南阳市

卧龙区 3.8 1.5

46 邓州市 7.3 2.9

47 唐河县 13 5.2

48 方城县 1 0.4

49 镇平县 1.3 0.5

50 社旗县 2.6 1

51 新野县 10.4 4.2

52 内乡县 1.3 0.5

53 西峡县 1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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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辖市 项目县 核定数量（万吨） 核定面积（万亩）

54
南阳市

南召县 0.7 0.3

55 桐柏县 1.4 0.6

56

商丘市

永城市 8.3 3.3

57 夏邑县 1.1 0.4

58 虞城县 3.1 1.2

59 柘城县 6.9 2.8

60

信阳市

平桥区 2.2 0.9

61 光山县 3.3 1.3

62 息县 2.6 1

63 淮滨县 2.2 0.9

64

周口市

扶沟县 1.3 0.5

65 西华县 1.3 0.5

66 太康县 9.3 3.7

67 鹿邑县 1.1 0.4

68 郸城县 2 0.8

69 沈丘县 3.1 1.2

70 项城市 19.4 7.9

71

驻马店市

确山县 4.3 1.7

72 泌阳县 18.1 7.2

73 西平县 5.2 2.1

74 上蔡县 2.3 0.9

75 平舆县 4.7 1.9

76 新蔡县 4.2 1.7

77 正阳县 1.4 0.6

78 济源示范区 5.7 2.3

79 农投集团
实业集团 4.2 1.7

乳业集团 11.2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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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基础母牛扩群提质项目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实施基础母牛扩群提质项目，项目县养殖场（户）新增

犊母牛数量稳步增加，基础母牛产能进一步巩固，新生犊母牛与

能繁母牛存栏量比值达 40%。

二、项目实施内容

（一）实施区域。经县级申报、市级推荐、省级评审，在地

方积极性高、肉牛产业基础相对较好、基础母牛存栏规模较大的

泌阳县、确山县、唐河县、新野县、柘城县、正阳县等 6个县实

施。

（二）补助对象和实施内容。对项目县内饲养基础母牛、选

用优秀种公牛冻精配种并扩大养殖规模的养殖经营主体给予适

当补助。享受补助的母牛养殖经营主体基础母牛存栏规模及其他

基础条件由项目县根据本地实际确定。项目实施期内产犊母牛均

可纳入补助范围，新增犊牛应为养殖经营主体饲养或外购母牛所

产后代，外购犊牛不计入新增犊牛范围。

（三）补助方式和标准。采取“先增后补、见犊补母”的方式，

实行基础母牛存栏定主体，新增犊牛数量定资金。项目县根据中

央财政补助资金规模，结合符合条件的补助对象情况，自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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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标准，原则上每头母牛中央财政补助不超过 1500元。所产

犊母牛原则上在本县饲养 12个月以上。2024年度项目实施期为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

（四）实施程序

1.摸清基础母牛底数。确定补助对象前，项目县农业农村（畜

牧）部门要组织对全县基础母牛数据进行摸底，存栏基础母牛要

统一编号、登记造册、建档立卡。

2.确定补助对象。项目县农业农村（畜牧）部门要公开可享

受补助的养殖经营主体需具备的基础条件，动员符合条件的养殖

经营主体自愿申报，并根据基础母牛摸底结果，本着“自愿、公

开、公平”的原则，确定补助对象。项目县农业农村（畜牧）部

门应与补助对象签订基础母牛扩群提质目标考核任务书。

3.核查基础母牛和新生犊牛。项目县农业农村（畜牧）部门

要按照实施方案组织核查基础母牛和新生犊牛，核查结果对外公

示。对新增基础母牛，要按照摸底时采用的方式，统一编号、登

记造册、建档立卡；对已摸底登记的基础母牛，要及时完善配种、

怀孕、产犊、淘汰等相关信息。采集新生犊牛数据时，要将基础

母牛配种记录或购入记录与犊牛基础信息进行比对，确保新生犊

牛档案信息齐全、真实，实现全程可追溯。鼓励补助对象存栏基

础母牛佩戴电子耳标、参加政策性保险。各项目县新增犊牛核查

工作应于 2025年 6月 10日前完成。

4.拨付补助资金。项目县农业农村（畜牧）部门要组织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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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对象和条件，以及任务书中明确的基础母牛扩群提质目标完

成情况，为财政部门及时按规定分配、审核拨付资金提供依据。

项目县要对相关数据的真实性负责。各项目县补助资金应于2025

年 6月 30日前拨付到场到户。

三、有关要求

（一）强化项目管理。项目县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加强关键

环节跟踪监管，切实抓好基础母牛登记、配种繁殖记录、新生犊

牛核查、补助对象公示四个关口。

（二）强化数据报送。为保障项目顺利实施，省种业发展中

心将建立完善肉牛品种登记及综合服务平台，健全完善基础母牛

数据库。各项目县要做好基础信息统计工作，及时向省种业发展

中心报送基础母牛和新增犊牛相关信息，要求做到一牛一号，信

息可追溯。

（三）强化监督核查。项目县农业农村（畜牧）部门负责对

辖区内新生犊牛进行现场核查，每季度最少核查一次，所在省辖

市农业农村部门负责进行现场抽查，每半年最少抽查一次，并填

写抽查记录。项目县应及时将补助对象基本情况汇总表（附件

2-1）报送所在省辖市，市级审核后于 2024年 8月 25日前上报

省农业农村厅，并分别于 2024 年 9 月 25 日、2024 年 12 月 25

日、2025年 3月 25日、2025年 6月 25日按以上程序报送基础

母牛、新增犊牛等信息汇总表（附件 2-2）。

（四）强化绩效考评。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和省农业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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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将适时对项目县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开展书面考评或现场抽查，

重点考评下拨项目资金到位率、犊母牛存栏增长率、使用优秀种

公牛冷冻精液配种比例、补助资金到户率、肉牛保险开展及基础

信息可追溯情况等内容。各县项目实施总结经市级审定后，于

2025年 7月 15日前报送省农业农村厅畜牧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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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畜牧业新型经营主体生产设施条件改善项目
实 施 方 案

一、工作目标

2024年，全省支持建设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试点县 1个，

探索中小规模生猪养殖场高质量联动发展新模式；支持新建

肉牛畜位 2.5万个、奶牛畜位 2500个，示范引领畜牧业新型

经营主体改善生产设施条件，提升服务带动能力。

二、项目实施内容

（一）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试点项目

1.实施区域。经市级申请、专家评审，在地方积极性高、

生猪产业基础好、且前期在推进中小规模生猪养殖场转型发

展模式上已进行有益探索的唐河县实施。

2.建设内容。按照基础条件好、养殖理念先进、转型意

愿强的原则，选取 20 个左右中小规模生猪养殖场，围绕智

能化、生物安全、绿色循环发展等水平提升，开展基础设施

设备升级改造，培育一个生猪产业融合发展联合体，探索整

区域中小规模生猪养殖场高质量联动发展新模式。

3.补助方式。“先建后补”或“以奖代补”。

4.实施要求。项目场的确定、补助标准、补助金额的核

定及发放等由唐河县具体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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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肉牛奶牛新型经营主体生产设施条件改善项目

1.实施区域。2024年，项目在通许县、鲁山县、宝丰县

等 22个县（市、区）实施（见附件 3-1）。

2.补助对象。2024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新建肉牛

畜位 500个以上、奶牛 300个以上的农民合作社或家庭农场，

原则上应于 2024年 4月 25日前开工建设。要求土地、环保

等手续齐全且正常生产经营，财务等管理制度健全规范，符

合当地产业发展规划等相关政策要求；具备相应的资金筹措

能力，且承诺按时按要求完成建设任务；养殖场区建设符合

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不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禁养区内，实

行人畜分离、集中饲养、封闭管理，粪污能够资源化利用。

3.补助方式和标准。实行“先建后补”，以实际建成畜位

数量核定补贴资金。每个肉牛畜位补贴不超过 1000 元、每

个奶牛畜位补贴不超过 2000元。

4.实施要求。补助对象的确定、补助金额的核定及发放

等由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具体负责。

三、有关要求

（一）强化信息调度。省级建立项目执行情况定期调度

机制。自 2024 年 7 月份开始，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应于每月

25 日前将《2024 年肉牛奶牛新型经营主体生产设施条件改

善项目月报表》（附件 3-2）报送省农业农村厅（电子版和

盖公章扫描件），南阳市农业农村局应分别于 7月 25日、9

月 25日、11月 25日前报送唐河县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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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展情况。

（二）强化模式探索。各地要因地制宜积极探索提高中

小养殖场降本增效抗风险能力的路径方法，引导鼓励中小养

殖场开展设施化、智能化改造提升，逐步培育一批集“装备+

养殖+服务”于一体化的全链条现代养殖联合体，不断增强畜

牧业联农带农、促进农民增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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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肉牛奶牛新营经营主体生产设施条件
改善项目任务分配表

序号 省辖市 县（市、区）
核定新建肉牛畜位数量

（个）

核定新建奶牛畜位数

量（个）

1 开封市 通许县 900

2

平顶山市

宝丰县 800

3 舞钢市 690

4 鲁山县 1000

5 许昌市 鄢陵县 700

6 漯河市 舞阳县 600

7

南阳市

南召县 820

8 卧龙区 2010

9 唐河县 1385

10
商丘市

宁陵县 1300

11 虞城县 1800

12

信阳市

平桥区 1320

13 罗山县 950

14 光山县 500

15 息县 2400

16 商城县 1600

17 淮滨县 2500

18
周口市

太康县 2140

19 沈丘县 1080

20
驻马店市

泌阳县 3000

21 平舆县 500

22 济源市示范区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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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生猪良种补贴项目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对项目县使用良种精液实施人工授精进行补贴，调动养殖场

（户）选用良种的积极性，减少种公猪饲养，降低养殖成本和动

物疫病传播风险，提高生猪良种化水平。

二、实施内容

（一）实施区域。2024年，生猪良种补贴项目在滑县、内

黄县、浚县等 31 个符合条件的生猪调出大县实施（详见附件

4-1）。

（二）补贴对象。对项目县使用良种猪精液开展人工授精的

生猪养殖场（户）给予补助。重点支持中小养殖场（户），对自

有种公猪站的规模养殖场和种猪场不予补贴，但种公猪站对外提

供精液的部分可以补贴。

（三）补贴方式。由项目县确定供精单位，供精单位根据要

求按照补贴后的价格向生猪养殖场（户）提供良种精液，定期根

据核定配种情况向供精单位结算拨付补贴资金。

（四）补贴标准。按照每头能繁母猪年繁殖 2胎，每胎配种

使用 2份精液，每份精液 15元测算，原则上每头能繁母猪每年

补贴 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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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施期限。项目自 2024年 1月 1日起计算，2024年

12月 31日前完成任务，项目资金以县为单位，补完为止。

三、责任分工

（一）市级农业农村（畜牧）部门：加强监督管理、指导服

务和组织协调，落实项目工作措施和进度安排，组织辖区内项目

县实施好项目并按时报送绩效情况。

（二）项目县农业农村（畜牧）部门：负责本辖区项目的实

施和监管，对项目的各种资料、数据、档案等真实性负责。落实

供精单位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制度，确定项目供精单位

及种公猪选择标准（详见附件 4-2），明确精液价格等，供精单

位可在全省范围内选定，每县不得超过 5家，供精单位情况于 7

月 30 日前报市级备案（详见附表 4-3）；对基层技术人员和养

殖场（户）开展技术培训；加强供精单位、人工授精技术员管理，

指导供精单位和养殖场（户）填写猪精液发放、使用登记表（详

见附表 4-4）；定期对养殖场（户）进行核查，做好项目实施效

果跟踪，如实填写项目实施效果跟踪表（详见附表 4-5）；及时

协调同级财政部门做好项目补贴资金结算。

（三）供精单位：认真核查供精范围内养殖场（户）和能繁

母猪存栏数量，按要求自行建立完善人工授精台账，如实填写养

殖场（户）姓名、人工授精的母猪数量以及养殖场（户）的签字、

盖章（手印）等；按照项目区精液需求组织生产和运送，确保猪

精液数量和质量，并做好生产检验记录；精液产品包装加贴生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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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种补贴标签，注明种公猪品种、精液生产日期、活力水平等技

术指标。项目实施结束后，供精单位应按照规定填写生猪良种补

贴项目猪精液发放、使用登记表，报县农业农村（畜牧）部门审

核并存档备案。

四、有关要求

（一）强化指导宣传。根据省级实施方案及时编制本地项目

实施方案，市县两级实施方案由市级于 2024年 8月 10日前统一

报送省农业农村厅畜牧处备案。要指导项目县及时公示补贴政

策、供精单位名单、精液价格及人工授精服务收费标准等。积极

利用多渠道宣传推广，调动养殖场（户）使用良种的积极性，发

挥资金带动作用。

（二）及时拨付资金。各地农业农村（畜牧）部门要认真组

织项目实施，及时掌握项目进展、精液使用、项目资金拨付等情

况，会同财政部门督促项目县及时兑付补助资金，对补助资金的

核定结算原则上一年不少于两次，鼓励利用信息手段按月度或季

度核算发放补助资金。

—   25   —



附表 4-1

生猪良种补贴项目县任务量和资金分配表

序号 省辖市 项目县 分配资金（万元） 任务量（万头）

1
安阳市

滑县 162 2.70
2 内黄县 78 1.30
3 鹤壁市 浚县 51 0.85
4 新乡市 辉县 51 0.85
5

许昌市
禹州市 60 1.00

6 襄城县 36 0.60
7

南阳市

卧龙区 144 2.40
8 邓州市 126 2.10
9 唐河县 129 2.15
10 方城县 90 1.50
11 社旗县 69 1.15
12 内乡县 354 5.90
13

商丘市
柘城县 84 1.40

14 宁陵县 105 1.75
15

信阳市

平桥区 81 1.35
16 罗山县 45 0.75
17 潢川县 66 1.10
18 固始县 51 0.85
19 息县 42 0.70
20

周口市

扶沟县 45 0.75
21 西华县 75 1.25
22 商水县 78 1.30
23 太康县 114 1.90
24 鹿邑县 57 0.95
25 沈丘县 57 0.95
26

驻马店市

确山县 81 1.35
27 西平县 123 2.05
28 上蔡县 123 2.05
29 平舆县 87 1.45
30 新蔡县 65 1.08
31 正阳县 159 2.65

合计 2888 4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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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

供精单位及种公猪选择标准

1.供精单位。供精单位必须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

证》；应优先选择独立建站，有必备的精液生产、检测、保

存和运输设施且管理规范、种畜系谱档案齐全的（场）作为

项目供精单位；供精单位配备有种公猪饲养、精液采集、生

产检验、动物防疫等专业技术人员，至少有一名获得国家资

格认定的技术人员。

2.种公猪品种和质量。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

录》的地方品种（豫南黑猪和淮南猪、南阳黑猪、确山黑猪

等）、培育品种（配套系）和引入品种（杜洛克猪、长白猪、

大约克夏猪等）。供精的种公猪源应经过生产性能测定，并

符合相关质量标准及疫病检测要求。所供精液质量标准应符

合相关国家及行业质量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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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蜂业质量提升行动项目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围绕蜂业全产业链发展，以良种化、标

准化、产业化为重点，转方式、补短板、强基础，探索建立

蜂业提质增效、产业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项目县蜂产业链

产值增长率达到 5%以上，稳步提升我省蜂业发展质量和水

平。

二、实施内容

（一）实施区域。经各地自愿申报、专家评审等，结合

蜂业发展实际，2024年度项目在济源示范区、西峡县、新县

实施。

（二）实施内容。支持开展蜜蜂遗传资源保护利用，完

善蜜蜂良种繁育体系，改善养殖设施装备水平，推广标准化

化生产和成熟蜂蜜生产技术，完善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培育

推广蜂产品品牌，打造产加销一体、三产融合的全产业链发

展模式，全面提升区域内养蜂业发展质量水平。

一是健全良种繁育体系，在西峡县、新县等地改扩建中

蜂良种场，提高蜜蜂种质资源保护能力和蜂种供种能力。此

项投入中央财政资金不超过 20 万元。二是提升标准化养殖

水平，在济源示范区、西峡县等地建设标准化中蜂养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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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蜂产业标准化、规模化水平，促进蜂业提质增效、高质

量发展。此项投入依据项目实施内容由项目县具体测算。三

是改造提升蜂产品加工能力，支持济源示范区、西峡县、新

县等地补齐产业短板，延长产业链条，用于购置蜂产品生产

线、加工设备改造提升及蜂产品检测检验设备等，强化蜂产

品质量安全检测。此项投入不超过项目总资金的 60%。四是

强化技术支撑，加强技术培训指导，支持济源示范区、西峡

县、新县等地开展养蜂专业技术培训，开展实地技术指导服

务。此项投入中央财政资金不超过 20 万元。五是推进三产

融合全产业链发展，支持济源示范区、新县等地推进品牌建

设，强化品牌宣传，推进蜂业与旅游、科普、文化等产业融

合，讲好蜜蜂故事，传播蜜蜂文化，提升品牌影响力。此项

投入依据项目实施内容由项目县具体测算。

（三）支持对象和方式。支持对象为养蜂专业合作社、

蜂产品加工企业、养蜂场（户）以及蜂业技术支撑机构等。

项目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对符合条件的实施主体可先安

排部分补助资金，验收合格后再安排剩余资金。要充分发挥

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引导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协同推动养

蜂业发展。

（四）实施期限。项目建设期为自项目下达之日起至

2024 年底。2025 年 2 月底前完成项目县自查、市级验收，

省级视情况进行核查。

三、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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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要结合省级项目实施方案要求和项目县实际，督促指

导项目县围绕建设内容，调查摸清本地蜂业发展底数，充分

发挥本地蜂业发展优势，找准制约蜂业全产业链发展的短

板，及时制定实施方案，明确建设目标、建设内容、实施对象、

补助标准和监管措施等。县级实施方案初稿应于 7月 15日前

经市级主管部门审核后报省农业农村厅畜牧处征求意见，征得

同意后，正式稿于 8月 10日前报省农业农村厅畜牧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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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奶业生产能力提升整县推进项目实施方案

一、奶业总体情况

河南是全国奶业十大主产省之一。近年来，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奶业发展，省政府先后印发《河南省奶业振兴行动

计划》（豫政办〔2018〕77号）、《河南省肉牛奶牛产业发

展行动计划》（豫政办〔2022〕31号）、《河南省推进畜牧

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豫政办〔2023〕72号），

出台了支持优质奶源基地建设、高产奶牛母犊补贴、黄河滩

区优质草业带建设等系列政策措施，持续开展奶牛品种登

记、生产性能测定、测料养牛等育种基础性工作，河南奶业

发展稳定。2023 年，全省奶牛奶产量 237.47 万吨，同比增

长 11.4%；全省奶牛品种登记 20.9万头，生产性能测定 11.77

万头，平均单产 9.67万吨；规模牧场生鲜乳乳蛋白、乳脂肪

等指标达到欧盟标准。

河南坚持草畜配套、种养结合。积极实施粮改饲项目，

试点县扩大到 83 个，试点面积达到 154 万亩，示范带动全

省优质饲草发展到 400万亩；大力推进黄河滩区优质草业带

建设，发展优质饲草 80.9 万亩，其中全株青贮玉米 71.3 万

亩，苜蓿 7.4 万亩，其他饲草 2.2 万亩。黄河滩区成为全国

十大商品苜蓿生产基地之一；积极引导规模奶牛场配套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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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用于消纳沼液、种植饲草，推进种养结合、循环发展。

积极推动牧场智能化改造，加快智慧牧场建设。规模场

牛舍喷淋/风扇降温系统使用率超 90%，牛只自动识别系统使

用率和奶量自动计量系统使用率超 60%，10余个牧场使用挤

奶机器人、推料机器人等先进设备开始应用，有效提升了奶

牛场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

积极培育奶农养加一体化新业态。全省有 37 家百头以

上规模场开办现制现售生鲜乳饮品店（奶吧）224家，其中

自主开办 88 家、合作开办 136 家，既为消费者提供了新鲜

牛奶，又开辟了增收新渠道。奶农办加工取得新进展，2023

年河南盛全牧业、襄县牛牛等养殖场取得乳制品生产许可；

积极发展休闲观光牧场，已创建 5个国家级休闲观光牧场，

通过科普研学、体验消费、观光旅游等活动，增加了经济效

益，拓展了奶业功能，激发了奶类消费，展现了新的活力。

二、总体目标

通过支持奶业大县发展草畜配套、适度规模养殖、奶农

办加工，促进奶业一二三产业融合，补短板、提效率、降成

本，通过 2年时间进一步提升奶业大县饲草料供应水平和养

殖设施装备水平，实现规模场奶牛品种登记和生产性能测定

全覆盖，进一步提高奶业生产效率和奶农自我发展能力，完

善区域化全产业链奶业生产经营模式，增强奶源供给保障能

力。其中 2024年奶牛年均单产水平达到 9.5吨以上，奶产量

增长 5%，草畜配套、牧场智慧化水平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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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实施思路及项目县遴选情况

项目实施思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农牧

循环、链式发展、整县推进，以节本增效为目标，补短板、

强弱项，提升奶牛单产水平，提升规模养殖场草畜配套比例

和数字化应用水平，推进养加一体化发展，完善利益联结机

制，示范带动奶业高质量发展。

项目县遴选原则：实施奶业生产能力提升整县推进项目

的县（市、区）（以下简称项目县）符合以下条件：一是 2022

年全县奶产量和 2023 年奶站监测奶产量均在 1 万吨以上。

二是 2023年 3月底存栏 100-3000头且持有有效生鲜乳收购

许可证的适度规模奶牛场不少于 4个。三是奶业产业链利益

联结机制运行较为顺畅，奶牛养殖场能够规范签订并履行生

鲜乳购销合同，奶业具备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四是 2021

年以来奶业相关项目资金支付率较高（需提供支付凭证）。

经县级申报、市级推荐、省级评审等程序，确定开封市

祥符区、焦作市温县、三门峡市陕州区等三个县（市、区）

为 2024年奶业生产能力整县推进项目县。

四、实施周期和资金分配

实施周期：根据中央下达河南省奶业生产能力整县推进

项目任务和资金情况，2024-2025 年支持 3 个县，原则上每

个县连续支持两年，根据第一年实施效果等情况安排第二年

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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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分配：2024年中央财政下达河南省奶业生产能力整

县推进项目资金 6000 万元，我省依据因素分配法，按照基

础资源、政策任务数、2023年奶业相关项目完成情况等因素

测算采用因素法切块分配资金。

五、项目实施方式和内容

为实施好奶业生产能力提升整县推进项目，省农业农村

厅与财政厅会商后，下发了项目申报指南，明确项目申报要

坚持自愿原则，强调县级人民政府是奶业生产能力提升整县

推进项目的实施主体，鼓励通过政策引导、机制创新、主体

培育等措施，加强优质饲草料供给，支持发展标准化、数字

化规模养殖，推进产业链前伸后延，开展生鲜乳价格协商，

建立产销衔接顺畅利益联结紧密的新模式，持续提升奶业综

合生产能力。

（一）实施内容。一是草畜配套。支持通过租赁或长期

订单等方式，促进青贮玉米、苜蓿、燕麦等优质饲草料种植

和奶牛养殖就地就近配套衔接，保障饲草料供应。支持饲草

料种植、收获、加工、贮存设施设备改造升级，应用智能化

机械设备，建设高水平优质饲草料生产基地。二是现代智慧

牛场建设。支持圈舍、防疫、奶厅、饲料制备、挤奶及运输

等环节设施设备改造提升；重点支持数字化智能化设备（自

动喷淋、环境监测、精准饲喂和监测、全自动全混合日粮搅

拌机、挤奶机器人、推料机器人、产奶量自动监测设备等）、

信息化采集设备（智能项圈、计步定位、自动计量、个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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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等）、智慧牧场管理平台（发情监测系统、物联网、大数

据智能汇总分析等）等推广应用。三是探索产地生产加工销

售一体化模式。开展奶农养加一体化试点，鼓励奶源新鲜、

就近消费的区域化奶业生产经营模式，培育区域化大众化消

费的奶业品牌，引导鲜奶消费。项目县可结合实际，支持有

条件的规模场依靠自有奶源发展乳制品加工试点，以巴氏杀

菌乳、低温发酵乳为重点，支持奶源质量安全管控、乳品加

工基础设施建设与设备购置、生产工艺升级、检验检测设备

配备、冷链运输流通体系建设等。每个项目县试点数量不超

过 1个。

（三）补助对象、方式和标准。补助对象：存栏 100-3000

头且持有有效生鲜乳收购许可证的适度规模奶牛场。优先支

持：应测奶牛全部参加省奶牛生产性能测定且测定成绩 9吨

以上的奶牛场，且生鲜乳收购站质量安全信息化追溯体系监

控系统运行正常。补助标准：草畜配套的每亩补助规模不超

过 800元，单个主体补助规模不超过 400万元；现代智慧牛

场建设的单个主体补助规模不超过 300万元；奶农养加一体

化试点的单个主体补助规模不超过 400万元。各项目县结合

当地实际和项目实施内容，确定配套自筹资金比例。补助方

式：通过“先建后补”等方式实施，本着“自愿、公开、公平”

的原则，及时公开申报条件、补助标准、实施要求等内容，

由符合条件的奶牛场自愿申报。

项目实施要与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农机购置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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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等现行政策衔接，避免重复补助，重点支持定制化、非

标准化设施装备的推广应用与改造升级，满足奶业差异化发

展需要。

（四）实施进展。1 月至 3月，确定项目申报指南，各

地完成项目申报、入库等工作。

4月至 5月，省级完成专家评审，资金分配等工作。

6月至 7月，制定下发各级项目实施方案。

8月至 11月，按照实施方案推进项目实施。

12月，对项目进行总结和绩效评价。

六、工作要求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各项目县（市、区）加强摸底调查，

现场核查当地奶业项目实施主体奶牛存栏、奶产量等基础数

据，根据省级下达的年度绩效任务目标结合实际制定县级实

施方案，对经营主体申报的实施内容进行审核把关，并与项

目承担单位签订奶业生产能力提升目标考核任务书。实施方

案应说明辖区内奶业生产总体情况及项目目标任务、实施主

体、建设内容、补助标准、实施方式和监管措施等。建立推

进项目实施的工作机制，完善推进措施，通过召开项目推进

会、培训会等多种方式，强化项目调度和指导服务，确保奶

业生产能力提升整县推进建设项目按时完成目标任务。

二是强化支持保障。各项目县要探索创新项目实施机

制，加大地方投入力度，撬动金融、社会等多元资本支持项

目实施，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完善地方配套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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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农业信贷担保公司积极支持奶牛养殖、饲草料生产、奶

农发展乳制品加工试点等，鼓励各类金融机构立足职能定位

和业务范围，为项目补助对象提供信贷支持。持续完善生鲜

乳收购价格协商机制，省级定期发布生鲜乳收购指导价，公

示主要乳品企业生鲜乳收购价格。项目县要积极开展生鲜乳

成本调查和价格协商，探索形成生鲜乳价格协商机制，构建

稳定利益联结机制，稳定产业发展基础。

三是规范资金监管。县级人民政府要加强补助对象认

定、项目验收、资金拨付、后续跟踪监测等关键环节监管，

提升资金使用透明度，采用适当形式公示补贴发放情况，确

保项目资金使用的质量和效益，不得将项目资金集中用于支

持大型养殖企业。对存在虚报、冒领等骗补行为的，经查实

后予以通报，停止项目实施资格，追回补助资金。

四是加强绩效管理。有关省辖市、项目县（市、区）要

按照《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办法》（财农〔2019〕

48号)做好绩效管理工作。省辖市要组织项目县严格按照省

厅设置的绩效任务目标，开展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

与绩效评价工作。省农业农村厅将及时调度项目进展情况，

对项目实施情况开展绩效评价，必要时进行现场抽查。对实

施效果不佳、财政补奖资金使用不规范的项目县，经限期整

改仍未达到要求的，将取消其后续年度项目资金安排。各项

目县（市、区）要对照省级下达的具体任务，开展绩效自评，

完成年度项目总结，并按要求将年度项目实施总结和绩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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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报告及时报送省农业农村厅。

五是加强宣传指导。各地要结合项目实施，统筹做好政

策解读、跟踪指导和技术培训等工作，让广大养殖场全面知

晓政策内容和要求。要加强政策宣传，总结推广先进经验、

创新机制和典型模式，促进奶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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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奶业新型经营主体培育项目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坚持市场导向、科技驱动，以内强素质、外强能力为重点，

引导带动奶畜家庭牧场和奶农合作社等奶业新型经营主体高质

量发展，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经营能力，促进奶业新型经营主体

与现代奶业发展有机衔接。

二、项目实施内容

（一）支持对象：符合条件的奶畜家庭牧场和奶农合作社等

奶业新型经营主体。

2024 年项目实施主体遴选依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河南省

财政厅关于印发 2024年度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要求，经县级申报、市级推荐，省级组织专家审核，结合农业农

村部下达我省任务数，确定 100个符合条件的奶业新型经营主体

实施本项目(附表 7-1)。

实施主体应具备的条件：1.依法设立且正常经营，财务等管

理制度健全规范，符合当地奶牛养殖发展规划等相关政策要求；

2.奶牛存栏 100-3000头或奶山羊存栏 500只以上；3.具备养殖备

案码和有效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有效的生鲜乳收购许可

证，积极配合奶业监管监测工作；4.标准化适度规模奶牛养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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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较好，全混合日粮、机械化挤奶等先进生产技术适度应用，配

备一定规模的设施装备和一定数量的饲草料地等现代奶业生产

要素，奶牛单产水平较高。5.优先支持开展疫病净化或生产性能

测定（DHI）的奶业新型经营主体。

（二）支持内容。一是升级种植养殖设施装备。重点支持饲

草料种植、收获、加工、贮存及养殖设施装备升级改造，支持与

奶牛养殖规模相适应的饲草料收储，推进饲草料资源本地化开发

利用，加强提升标准化水平的挤奶、防疫、质量检测等配套设施

建设，支持依靠自有奶源发展乳制品加工试点。二是应用先进生

产技术。重点支持精准饲料营养、选种选配、健康养殖、饲养管

理、疫病防控和环境控制等先进生产技术推广应用，促进智能化

数字化技术与奶牛养殖融合发展，鼓励通过社会化服务提高生产

技术水平。

奶业新型经营主体可依据自身实际，在支持内容范围内有侧

重的组织实施，原则上不支持单纯扩大养殖规模的建设内容。

（三）补助方式和标准。项目补助通过“先建后补”“以奖代

补”形式等方式实施，实施该项目的县应根据年度绩效目标和中

央财政补助资金规模，结合符合条件的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需求，

科学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应说明目标任务、实施主体、建设内容、

补助标准、实施方式和监管措施等，并严格履行公开公示等程序，

对符合要求的奶业新型经营主体按规定及时拨付项目补助资金。

本项目资金总额 1383万元，为鼓励奶牛养殖场创新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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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奶源出路，选择开封禹王区盛强、洛阳孟津区生生、嵩县亚

杰、新乡县盛亚、襄县牛牛、长葛市荣华、民权县鼎泰、扶沟县

新荷、邓州市盛全、上蔡县牛硕共 10个发展乳制品加工的奶牛

场重点支持，每个场 50万元；其余单个主体补助资金不超过 25

万元。项目实施中要加强与其他农业生产支持政策的衔接，避免

重复补助。

（四）项目验收和资金拨付。项目建设任务要求于 2024年

12月 31日前全部完成。项目完成后，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会同

有关部门按照县级项目实施方案规定的程序，对照绩效目标表，

对项目实施整体情况、每个实施主体具体建设内容完成情况等进

行验收，确保建设内容不超出项目支持范围，管理规范、资料齐

全、建设工程达标、设备购置安装到位。验收合格且手续齐全符

合项目资金拨款要求的，一般应在在 7 个工作日内予以拨付到

位。加强补助对象认定、项目验收、资金拨付、后续跟踪监测等

关键环节监管，提升资金使用透明度，确保项目资金使用的质量

和效益。

三、有关要求

（一）强化项目管理。各地要强化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

把握时间节点，以绩效目标为导向，努力探索成熟高效的项目建

设管理机制，确保年底前将中央财政资金项目落实到位。要完善

项目监控机制，开展项目中期监控和绩效自评，及时跟踪评价项

目实施成效。省级将适时开展绩效评价，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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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对实施效果不佳、财政补奖资金使用不规范，经限期整改仍

未达到要求的项目县，将扣减或取消其后续年度项目资金安排。

（二）强化信息报送。各（县、区）依据项目资金下达规模

重新确定项目实施内容后，填写奶业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实施情况

表（附表 7-2），报市级审核汇总并加盖单位公章后，连同电子

版 一 并 于 2024 年 8 月 25 日 前 报 至 省 厅 奶 业 处 邮 箱

hnsxmjnyb@163.com，并分别于 9月 25日、11月 25日前按以上

程序报送工作进展，12月 15日前报送项目总结。

（三）加强宣传指导。各地要加强政策宣传，统筹做好政策

解读、跟踪指导和技术培训等工作，认真总结项目实施过程中的

好经验好做法，充分调度各方主体积极性。发挥主流媒体、新媒

体作用，创新形式和内容，宣传推广推进经验和项目成效，营造

促进项目实施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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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1

2024 年奶业新型经营主体培育项目任务表

序号 市县 任务数（个）

1 郑州市 11

巩义市 1

荥阳市 7

中牟县 3

2 开封市 7

市本级 2

兰考县 1

杞县 1

尉氏县 3

3 洛阳市 13

市本级 8

汝阳县 1

嵩县 4

4 平顶山 1

郏县 1

5 安阳市 3

汤阴县 3

6 鹤壁市 4

浚县 1

淇县 3

7 新乡市 16

市本级 5

新乡县 1

原阳县 7

封丘县 2

卫辉市 1

8 焦作市 10

博爱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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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县 任务数（个）

沁阳市 1

孟州市 1

武陟县 4

9 许昌市 1

长葛市 1

襄城县 1

10 三门峡市 1

市本级 1

11 南阳市 16

市本级 1

邓州市 9

唐河县 1

方城县 1

西峡县 4

13 商丘市 11

市本级 2

虞城县 3

柘城县 1

宁陵县 1

睢县 1

民权县 3

14 周口市 2

扶沟县 1

商水县 1

15 驻马店市 1

上蔡县 1

16 济源示范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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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项目实施方案

一、工作思路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龙头企业为

依托，加大政策扶持和引导，优化种养区域布局，推行种养

结合发展模式，大力发展高产优质苜蓿种植加工，提高苜蓿

生产标准化、规模化、市场化、产业化水平，促进苜蓿产业

持续健康发展，保障优质饲草料供应。

二、实施范围

在全省范围内，支持建设有一定规模且集中连片，生产

基础好、在增加苜蓿产量和提高质量方面有示范带动作用的

生产基地，优先扶持水热条件好、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黄河

滩区及种养结合奶牛养殖企业。

三、支持对象

苜蓿生产基础好、种植（加工）技术带动能力强的苜蓿

生产基地。支持对象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资产结构及经营

状况良好，包括农民饲草专业生产合作社和奶农专业生产合

作社、饲草生产加工企业、奶牛养殖企业（场）和家庭农（牧）

场等主体，优先支持制作使用青贮苜蓿的主体。单个项目优

先选择集中连片土地，原则上不应低于 500亩。项目实施主

体应配备必要的种植、收获和加工设备或与社会化服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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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机械服务合同；需提供土地使用权证明文件或土地租赁

合同（根据苜蓿种植规律，租赁年限一般应在 5年以上）。

四、支持内容

（一）推行标准化生产。推广使用高产、优质、抗逆性

强的苜蓿优良品种。推广应用节水灌溉、水肥一体化、青贮

裹包等关键设备和高产集成技术。完善苜蓿生产技术规程，

组织开展标准化生产培训。

（二）改善生产条件。改造中低产田，改良土地、修建

排碱渠和灌溉设施，完善田间基础设施和灌溉条件；修建仓

储设施，配置和扩容储草棚、堆储场、青贮窖、农机库等。

五、任务目标

2024年支持 2.083万亩高产优质苜蓿示范片区建设。项

目建成以后，示范片区苜蓿单产水平明显提高，旱作条件下

年亩产达到 400公斤以上，灌溉条件下年亩产达到 800公斤

以上。苜蓿草产品质量明显提高，其中，苜蓿干草达到行业

标准 1级以上，粗蛋白含量达到 18%以上；青贮苜蓿质量参

照执行，推广应用范围逐步拓展。

六、实施方式

（一）工作程序

2024年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项目由县（市、区）自愿

申报，省辖市汇总审核后择优推荐报送，项目申报书应符合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2024年度财政

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以下简称申报指南）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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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项目补助内容、支持对象、申报条件详见申报指南。项

目申报材料提交后，由省农业农村厅奶业管理处组织立项评

审，建立项目库。

（二）补助对象

2024年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已经按照申报指南要求，

完成申报、评审及立项工作。2024年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

支持郑州市荥阳市、开封市兰考县、新乡市长垣市、南阳市

镇平县及河南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建设高产优质苜蓿示

范基地（附件 8-1）。

（三）补助标准

中央财政下达补助资金 891万元，原则上每亩补助不超

过 600元。

（四）补助方式

项目立项后，财政部门先期拨付 50%的补助资金；项目

验收合格后，公示期满无异议，财政部门再安排剩余 50%的

补助资金；验收不合格的，由财政部门会同农业农村部门追

回预先安排的 50%补助资金，或限期整改合格后，安排剩余

50%的补助资金。项目资金要实行专账核算、专款专用，严

禁截留、挪用、侵占补助资金，严禁套取国家资金。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明确责任目标，保障工作

条件，完善项目立项、监督、验收、档案管理等工作机制，

强化督导检查，精心组织落实。及时总结宣传项目实施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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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经验、好做法，营造促进项目实施的良好氛围。

（二）强化支撑作用。为切实发挥项目对奶业发展的支

撑作用，助力奶牛养殖节本增效，项目实施主体必须与省内

奶牛生产企业签订苜蓿供应合同，项目补贴种植生产的苜蓿

产品，应在市场价基础上降价销售，苜蓿青贮每吨降价 50

元，苜蓿干草每吨降价 140元，将补贴资金让利给奶牛养殖

企业。

（三）创新模式机制。要创新机制、培树典型模式，探

索建立苜蓿种植与奶牛养殖的利益联结机制，创新合作经

营、托管生产、订单生产等种养结合模式，密切种养关系，

降低环节成本，助力奶业发展。

（四）强化绩效管理。各地要严格绩效评价，把绩效考

核结果作为下年度项目立项评审的重要依据；及时跟踪调度

项目进展，认真组织填报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各

地项目年度工作总结和项目绩效自评报告应按要求及时报

送河南省畜牧技术推广总站。

（五）做好项目验收。项目完成后及时向县级主管部门

提交验收申请，县级主管部门在收到项目单位验收申请后 15

个工作日内联合财政部门组织初级验收；省辖市项目主管部

门应在县级提交验收申请后 15 个工作日内联合财政部门完

成项目验收，并将验收结果报省级项目主管部门备案，省级

主管部门对项目实施情况适时进行抽查。验收依据高产优质

苜蓿示范片区考核标准（附件 8-2），验收内容主要包括项

—   52   —



目建设内容完成情况、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和项目绩效目标完

成情况（附件 8-3）。

（六）加强技术指导。成立项目专家组，在苜蓿品种选

择、栽培管理、病虫害防治、青贮调制等关键环节，定期组

织专家开展技术培训和服务，不断提高生产水平和苜蓿产品

质量，提高企业效益，提高项目示范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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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1

2024年高产优质苜蓿示范建设项目任务及资金

序号 省辖市 县（市、区）
任务

（万亩）
资金

（万元）

1 郑州市 荥阳市 0.255 109

2 开封市 兰考县 1.068 457

3 新乡市 长垣市 0.3 128

4 南阳市 镇平县 0.3 128

5 河南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16 69

合计 2.083 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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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2

高产优质苜蓿示范片区考核标准（试行）

一、土地集中连片。具有适宜苜蓿标准化种植的土地，

示范片区面积应在 500亩以上。

二、单产水平提高。示范片区苜蓿单产应比当地平均单

产水平提高 10%以上，灌溉条件下亩产应达到 800公斤以上。

三、苜蓿质量水平提高。示范片区苜蓿草产品质量应达

到国家标准 2级以上，其中，粗蛋白质（CP）含量高于 18%，

酸性洗涤纤维（ADF）低于 35%，中性洗涤纤维（NDF）低

于 45%，相对饲用价值（RFV）高于 125。示范片区项目单

位应提供由有资质的检测部门出具的苜蓿草产品质量检测

报告。

四、草畜结合紧密。示范片区项目单位和奶牛养殖场、

养殖小区签订供销合同，每头奶牛按每年 1吨的标准饲喂量

计算，每个单元示范片区为 400头以上奶牛提供优质饲草。

五、示范带动作用明显。示范带动周边农民提高苜蓿种

植水平，当地苜蓿生产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水

平提高。当地农民饲草专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壮大，带动农民

增收致富。

六、生鲜乳质量水平提高。奶牛饲喂示范片区生产的优

质苜蓿以后，产出的生鲜乳质量应有明显提高，在标准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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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一般乳蛋白含量应在 3.0%以上，乳脂肪在 3.5%以

上。

七、档案管理完善。示范片区应建立一套完整的工作档

案，包括有关文件、实施方案、生产记录、测产结果、项目

总结等。应树立一块标牌，注明示范片区域范围、面积规模、

产量目标、种植品种、实施单位、责任人等。应有一张标识

图，注明示范片区位置、涉及乡镇村组、田间设施、田块编

号等。应编印一套技术手册，开展相关培训，提高苜蓿种植

水平。

—   56   —



附件 8-3

高产优质苜蓿示范建设项目

验 收 表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单 位：

项目验收单位：

验 收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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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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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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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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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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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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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优质苜蓿示范建设项目验收评分表

申请验收单位： 验收时间： 年 月 日

必备条

件（任

一项不

符合不

得验

收）

完成项目建设任务，并按要求提请验收。

可以验收□
不予验收□

完成项目绩效目标。

验收项

目

考核内

容
考核具体内容及评分标准

满

分

得

分
扣分原因

一、选

址与建

设（20
分）

（一）

土地选

择（10
分）

土地集中连片，面积 500亩以上，得 6分。 6

土地平整，适合机械化作业，得 4分。 4

（二）

基础设

施建设

（10
分）

有良好的灌溉条件，得 3分。 3

电力供应有保障，得 1分；井电配套、配有发

电机，得 2分。
3

有储草棚、堆储场、青贮窖、农机库等，得 4
分。

4

二、项

目管理

（5分）

示范区

标示（5
分）

有示范标示，注明种植品种、示范片区域范围、

面积规模、产量、实施单位、责任人得 3分；

有标识图，注明示范片区位置、涉及乡镇村组、

田间设施、田块编号等，得 2分。

5

三、设

施与设

备（10
分）

设施与

设 备

（ 10
分）

有苜蓿种植机械，得 1分；有苜蓿刈割机械并

带有压扁部件，得 2分；有苜蓿搂草、翻晒、

并条机械，得 2分；有苜蓿干草条捡拾打捆机

械，得 2分；有苜蓿青贮裹包机械，得 3分。

10

四、生

产水平

和质量

（ 55
分）

（一）

生产质

量（20
分）

旱作条件亩产超过 400 kg，灌溉条件亩产超过

800 kg，得 3分；示范片区苜蓿单产比当地平

均水平提高 10%以上，得 3 分；在苜蓿种植

第 3～5年，单产稳定在以上水平，得 3分；

苜蓿鲜干草折算比例为 4︰1，得 1分。

10

有检测部门出具的苜蓿草产品质量检测报告，

得 2分；苜蓿草产品质量达到国家标准 2级以

上，粗蛋白质（CP）含量 18%以上，酸性洗

涤纤维（ADF）低于 35%，中性洗涤纤维（NDF）
低于 45%，相对饲用价值（RFV）大于 125
以上，得 8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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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

产水平

和质量

（ 55
分）

（二）

草畜配

套建设

（ 6
分）

示范片区和奶牛养殖场（小区）签订供销合同，

每个单元示范片区为 400 头以上奶牛提供优

质饲草，得 6分。

6

（三）

示范带

动作用

（ 4
分）

带动周边农民提高苜蓿种植水平，当地苜蓿生

产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水平提高，

得 2分；当地农民饲草专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壮

大，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得 2分；

4

（四）

生鲜乳

质 量

（ 15
分）

奶牛饲喂示范片区生产的优质苜蓿以后，生鲜

乳质量有明显提高，乳蛋白含量 3.0%以上，

乳脂肪 3.5%以上，得 15分。

15

五、苜

蓿标准

化生产

科技推

广和培

训（10
分）

（一）

培训

（ 5
分）

有生产技术规程，得 2分；有组织培训记录，

得 3分。
5

（二）

科技推

广 （ 5
分）

有集成配套技术推广，得 2分；租赁和购置取
样器，得 1分；租赁和购置便携检测仪，得 1
分；有其他技术推广设备或资料，得 1分。

5

六、档

案管理

（ 10
分）

档案管

理（10
分）

工作档案完整，有相关批示文件以及资质文

件，得 2分；有实施方案，得 2分；有生产记

录，得 2分；有产品物理形状描述和常规营养

成分分析，得 3分；有项目总结，得 1分。

10

总分 100

验收人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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