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省农錢员会文件

省农委关于印发《贵州奶业裂变发展实施方案》

的通知

各 市 （州）农 委 （畜牧兽医局），贵安新区农水局，仁怀市农牧局、威 

宁县畜牧产业局：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关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 

部署，快速提升我省奶业生产水平，满足广大城乡居民对本地乳 

制品的消费需求，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委制定了 

《贵州奶业裂变发展实施方案》，现印发你们，请抓好落实。

黔 农 发 〔2016) 1 7 3号



贵州省农业委员会办公室 2016年 12月 2 1 日印

共印30份



贵州奶业裂变发展实施方案
參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关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部 

署，快速提升我省奶业生产水平，满足广大城乡居民对本地乳制品 

的消费需求，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实现贵州奶业“裂变 

式”发展，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 基本思路

围绕贵州“大扶贫”、“大农业”、“大食物”发展理念，按照“奶牛 

下乡、牛奶进户”的发展思路，积极扶持和充分依托地方乳品龙头 

企业，着力建牧场、带农户、提销量、增效益，打造贵州奶业品牌， 

做大做强贵州奶业，为提高全省人民身体素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做贡献。

(二） 基本原则

1. 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强化政策扶持，调动地方政府和各类 

奶业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推 

动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加快资源整合，做大做强奶业龙头，促进 

贵州奶业升级。

2. 科学布局，扩群增量。围绕加工龙头生产需求，综合考虑适 

宜养殖奶畜优势区域的饲草、交通、地方积极性等条件，引导企业 

优化布局奶源基地。采取引进与培育相结合的方式，快速扩大奶畜



生产群体，提高产量，满足市场消费需求。

3. 创新模式，实现共赢。创新奶业生产、销售、金融服务等模 

式，积极构建“合作互助、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贵州奶业发展新 

机制，实现多方共赢。

4. 提升质量，打造品牌。按照“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 

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原则，强化奶业全程监管，确保乳 

品质量，充分利用贵州资源，发挥独特优势，打造贵州奶业品牌。

二、 主要目标

2017年，全省存栏奶牛3万头、奶山羊0.6万只，新建规模化奶 

牛场4个、奶山羊场2个。年产原料奶10万吨，奶业综合产值40亿元。

2018年，全省存栏奶牛4万头、奶山羊1.8万只，新建规模化奶 

牛场3个、奶山羊场6个。年产原料奶15万吨，奶业综合产值70亿元。

2019年，全省存栏奶牛5万头、奶山羊3万只，新建规模化奶牛 

场3个、奶山羊场6个。年产原料奶20万吨，本地乳品占消费总量60 %  

以上，奶业综合产值100亿元。打造全国知名乳品品牌。实现贵州 

奶业“裂变式”发展。

三、 区域布局

以清镇、修文、开阳、务川、独 山 五 县 （市）为核心，适度扩 

建遵义市播州区、红花岗区和黔东南州凯里市现有养殖区，有计划 

分批开发威宁县、毕节市、铜仁市等适宜区域发展妨牛（奶山羊） 

养殖。为确保奶业裂变项目示范带动效应，第一期裂变发展项目选 

择由全省奶业发展水平和集中度最高的贵阳市组织实施。



四、重点任务

(一） 着力加强奶源基地建设

鼓励和支持乳品加工龙头企业在优势区域布局奶源基地。采取 

合作制、股份合作制、股份制、租赁、并购和托管等形式加快建设 

生产基地。新建规模化牧场可采取“企业+村级集体经济+ 农户”模 

式，以“保底分红+ 按股分红”方式带动农户，并结合精准扶贫促进 

贫困户增收脱贫。配套建设青贮玉米等优质饲料基地，实施“粮改 

饲”生产补贴，到2019年，与规模牧场配套的青贮玉米种植面积20 

万亩以上，玉米青贮产量60万吨以上。实 施 奶 牛 （奶山羊）良种补 

贴，对引进良种奶牛（奶山羊）以及优质冻精给予财政补贴，快速 

提高奶源基地生产群体数量和单产水平。整合“退耕还林还草、土 

地整理、农业综合开发及交通、水利”等项目，支持奶源基地建设。

(二） 着力改造工艺和提升加工扩大产能

鼓励乳品企业以市场为导向，加大对龙头企业乳品加工智能化 

生产、厂房扩建、设备更新的扶持力度，充分释放现有产能，迅速 

提升技术和装备水平，促进乳品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强与省内 

外研发机构合资合作或委托产品研发，加快产品升级换代，形成以 

巴氏消毒产品为主，高端产品与中低档产品并重的产品结构。注重 

对山羊奶等特色乳的产品研发、生产扶持。充分利用贵州珍、稀 、 

奇、特的资源优势，开发具有贵州特色的乳制品。

(三） 着力强化乳制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

支持乳品企业完善质量追溯体系，全面开展 ISO、H ACCP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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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AP认证，强化技术检测手段、提高乳制品质量全过程控制水平。 

建设和完善贵州省食品安全云服务平台，强化上下游追溯体系对接 

和信息互通共享，不断扩大追溯体系覆盖面，实现乳制品“从牧场 

到家庭”全过程可追溯，确保贵州乳品质量安全的公信度和核心竞 

争力。

(四） 着力提升科学技术水平

不断提高奶业科技贡献率，鼓励企业引进和应用性控繁育、生 

产性能测定等技术，提升育种水平，提高奶畜生产力。支持奶畜专 

用饲料、青干草制作、TM R全混日粮等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支持 

研究推广应用奶牛（奶山羊）排泄物资源化利用等技术，以干湿分 

离、固形物厌氧发酵肥料化还田作为资源化利用的重要途径。支持 

规模养殖场配套建设粪尿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开发多途 

径的养殖排泄物肥料化、能源化利用模式。

(五） 着力健全营销服务网络

支持乳品企业整合和优化物流配送渠道，自建或联建冷链仓储 

物流设施。建立高效运转的冷链物流渠道，确保鲜奶24小时内送迗 

目标消费群体，支持乳制品配送车辆进入各中心城区实行专用标识 

和绿色通行证。鼓励企业大力发展“互联网+ 乳制品”营销，利用电 

子商务平台开展营销活动。推进集团定制和个人定制。开创亲切感 

营销、点对点营销、牧场零距离体验式营销等多种新模式。开设便

民牛奶文化亭、企业品牌专卖店。 

着力加大品牌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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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传统媒体、新媒体对贵州奶业的宣传，提振贵州乳品的消 

费信心。开展多元化、多层次、多角度的宣传推广，利用微信、微 

博等新媒体，加大品牌宣传推广力度。鼓励企业通过“三品一标”认 

证及国家名牌产品、著名商标、驰名商标等认定，提高品牌美誉度。 

鼓励支持龙头企业参加国内外奶业相关展销会，到主要目标市场投 

放广告宣传，打造全国奶业知名品牌。

(七）着力加强资源整合

通过政府主导和政策扶持，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整合省内各 

种体制和管理权属的奶业企业及牧场，引入战略投资合作伙伴，推 

进企业股份制改造、兼并重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 

体多元化。加速资源、品牌、市场的优化重组步伐，促进本地奶业 

整合资源，形成合力。通过订单生产、合作协议、产供销对接等方 

式，形成奶业完整产业链，促进乳品加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业 

转型升级。探索牧旅一体化产业发展模式，拓展新的增长点。组建 

贵州奶业航空母舰，提简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

五、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一）投资估算

总投资 17.2774亿元，其中：牧场建设9.7亿元，引进奶畜3.34

亿元，奶牛冻精购置0.1974亿元，扩能改造2.4亿元，冷链物流 1.64 

亿元。

1.牧场建设9.7亿元

(1)新 建 1 0个奶牛场，按每场存栏规模3000头，每个场 9000 

万 元 估 算 （含土地流转、青贮、挤奶等设施设备），需 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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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新 建 1 4个奶山羊场，按每场存栏规模2000只，每个场 

5 0 0万元估算（含土地流转、青贮、挤奶等设施设备），需 0.7亿元。

2. 引进奶畜3.34亿元

( 1 )  引进奶牛2.34亿元

从澳大利亚或新西兰引进纯种奶牛1.3万头，每 头 1.8万元， 

需 2.34亿元。

( 2 )  引进奶山羊1 亿元

从国外引进纯种奶山羊1 万只，每 只 1 万元，需 1 亿元。

3. 冻精购置0.1974亿元

( 1 )  购买奶牛性控冻精55000支，需 1540万元。

( 2 )  购买常规进口奶牛冻精54250支，需 4 3 4万元。

4. 扩能改造2.4亿元

乳制品厂扩能土建工程、设备购置、公共工程，以及包装设备 

和完善污水处理系统等附属设施。

5. 冷链物流1.64亿元

包括购置自动售卖机、冰箱、冷链车以及专卖店、冷库、奶亭 

等建设。

(二） 资金筹措

省级财政主要对引进种奶畜、冻精、扩能改造和冷链建设等环 

节进行补贴，省、市相关部门对市场拓展、品牌打造、物流建设等 

环节予以支持，地方政府配套、整合扶贫等资金对牧场建设予以支 

持，其他相关建设内容由企业自筹解决。

(三） 分期投资

1.第 一 期 （2016年底至201 7年 6 月），在贵阳市实施，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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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7亿元，其中省级财政补助2000万元，其佘资金由业主自筹。

2.2017年及后续财政资金投入按照省财力及基金建立情况给 

予相应支持。

六、保障措施

(一） 加强领导

按照贵州省奶业裂变发展实施方案，项 目 市 （州 ）、县各级部 

门以及参与项目建设的奶业企业分别成立相应的奶业裂变发展领 

导小组，配备专门技术服务队伍，派专职技术人员驻点指导服务。 

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相关部门合力抓，加强对相关 

项目的整合力度，细化各项建设目标任务，责任落实到人，确保项 

目建设成效。

(二） 加大投入

各级畜牧部门要积极向当地政府争取，通过预算安排，整合专 

项，创新资金使用方式等途径，加大对奶业发展投入力度。在不改 

变资金使用方向、项目运行方式的前提下，整合有关专项资金，重 

点用于奶业标准化牧场建设、乳制品加工技改、品牌打造、市场开 

拓和乳制品质量保障等。

(三） 创新金融服务

在用好畜牧产业发展基金的同时，通过财政补助、贷款贴息和 

股权投资等方式，吸引金融和社会资本支持奶业发展。引导乳制品 

加工企业为奶牛养殖场提供贷款担保。落实国家奶牛保险政策，引 

导养殖户参加保险，扩大保险覆盖面，增加参保数量，增强抗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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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强化科技支撑

充分利用我省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智力资源，建立贵州奶业 

高端科技人才、技能型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团队，协同攻关， 

加快促进奶业科技成果转化。

(五） 构建产业诚信体系

通过大数据平台归集录入涉牧企业、规模牧场、乳制品加工企 

业的信用信息，并实现与银行、工商、税务等部门信息共享，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定期向社会公布生产经营者信用情况，强化奶 

业诚信体系建设。

(六） 建立考核机制

建立奶业裂变发展绩效考评机制，定期对工作进展进行检查， 

强化责任落实。相 关 市 （州）要把奶业裂变发展各项任务推进、产 

业目标等主要指标列入年度工作目标考核范围，分解到部门、落实 

到个人，年初签订目标责任状，年底考核评比。对推动全省奶业发 

展贡献突出的市县和企业，在项目和资金安排上给予重点扶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