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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临政办发〔2021〕36 号

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临沧市肉牛
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的通知

各县、自治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

《临沧市肉牛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 年）》已经市人民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2021 年 6 月 1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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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市肉牛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25年）

二〇二一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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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随着人口增长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特别是

城镇居民肉类消费结构的变化，牛肉消费持续快速增长，但受

生产成本上升、发展方式转型、疫病风险等因素影响，全国牛

肉生产增速减缓，价格持续上涨，市场供应偏紧。临沧市具有

饲草饲料资源、气候条件、环境承载能力等优势，在充分发挥

政府引导、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具备全面加快肉牛发展的

潜力。为引导全市加快肉牛产业发展，提高牛肉生产供给能力，

保障市场供应，制定本规划。

一、临沧肉牛产业发展现状

肉牛产业是临沧高原特色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调整农

业生产结构、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促进农民养殖增收的重要途

径。近年来，临沧充分利用区域比较优势和资源优势，抓住国

家、省发展政策机遇，落实草原奖补政策、粮改饲和秸杆综合

开发利用等政策措施发展肉牛养殖，全市肉牛规模养殖初具成

效，建成出栏肉牛 50 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场 155 个。全市引入西

门塔尔、短角、安格斯、莫拉等现代优质肉牛品种，运用牛冷

配繁育和引种扩繁两个关键措施，加快肉牛良种推广迈出新步

伐，建成 87 个肉牛冻精改良站点，年肉牛冻精改良 3.5 万头。

2020 年末，全市有养牛户 6.77 万户，肉牛存栏 56.39 万头（其

中母牛存栏 19 万头），出栏 17.99 万头，牛肉产量 2.13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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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市肉类总产量的 7.18%，肉牛产值 17亿元。全市肉牛存栏

占全省的 6.4%、出栏占全省的 4.6%、牛肉占全省的 4.5%，州

市排名分别是第 7、第 9、第 8 位；全省县（区）排名分别为：

云县第 11 位、凤庆县第 25 位、永德县第 30 位、耿马县第 50

位、镇康县第 58 位。

二、临沧肉牛发展前景分析

（一）发展机遇

1．政策支持力度高。畜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

肉乳是百姓“菜篮子”的重要品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肉

牛产业发展，2021 年、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快构建现

代养殖体系，保护生猪基础产能，健全生猪产业平稳有序发展

长效机制，积极发展牛羊产业，继续实施奶业振兴行动”、“保

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支持奶业、禽类、

牛羊等生产，引导优化肉类消费结构”。2018 年 6 月，《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推进奶业振兴保障乳品质量安全的意见》（国办发

〔2018〕43 号）提出“大力推进奶业现代化，做大做强民族奶业”。

2020年 9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2020〕31 号）提出“加快构建现代养殖体系、持续推

动畜牧业绿色循环发展、因地制宜发展牛羊养殖等政策措施”。

2020 年 10 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云南省支持肉牛产

业加快发展若干措施》（云政办函〔2020〕84 号），提出“引导促

进肉牛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畜禽产品供应安全保障能力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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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措施”。2020 年 12 月，临沧市人民政府印发《临沧市加快肉

牛产业发展八条措施》（临政办发〔2020〕111 号），提出对“实

施肉牛‘百千万’工程、提升肉牛良种化水平、加快饲草饲料体系

建设等方面给予资金补贴，对肉牛项目建设给予用地、审批要

素保障”。诸多政策的支持为全市发展肉牛产业迎来良好机遇。

2．消费市场旺盛。随着人口增长、消费水平提高、肉食营

养结构意识增强，城镇居民肉类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牛肉

人均消费量增加，特别是猪肉市场供需不平衡、价格上涨的背

景下，牛肉消费持续快速增长，国内牛肉供给存在缺口，对进

口牛肉依存度较高，据相关行业信息报到，2020 年中国牛肉进

口总量为 240 万吨。国内牛肉供给偏紧，为临沧肉牛养殖提供

了发展机遇。

3．价格持续上涨。受生产成本上升、发展方式转型、疫病

风险等因素影响，全国牛肉生产增速减缓，价格持续上涨的趋

势短时间内难以扭转。牛肉价格从 2015 年的每公斤 40 元涨至

2020 年的每公斤 84 元，上涨了一倍多。特别是自 2019 年下半

年全国猪肉价格持续上涨至今，牛肉也伴随上涨，活牛和牛肉

价格由每公斤 26 元、60 元上涨到 38 元、84元，比上年同期上

涨 46%、40%。

4．饲草资源潜力大。全市农作物种植面积 559 万亩，其中：

甘蔗种植面积 127 万亩、年产 525 万吨，玉米种植面积 220 万

亩、年产 60 多万吨，年产各类农作物秸秆 210 万吨、蔗梢（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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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万吨，年可用于饲料的粮食和农副产品 80 多万吨；保有一

年生优质牧草 5.3 万亩，多年生牧草 31.62 万亩，产草量 102万

吨。按照草畜配套原则分析，全市现有农作物秸秆、农副产品、

牧草资源可以饲养肉牛 60万头；此外境外耕地面积大、劳动力

充沛，可大量种植饲用玉米和青贮玉米等高产、高效、优质饲

草饲料，经初加工进口后，为境内养殖场（户）提供充足的饲

料饲草，初步估算每年可满足 30 万头肉牛养殖，为临沧肉牛发

展创造了条件。

（二）面临的挑战

1．规模养殖场用地保障难。常年年存栏或出栏 50 头以上

肉牛养殖场用地选址需要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耕地保护红线、

禁养区，统筹考虑饲草饲料资源、用水用电、土地规模等基本

要素。全市新增肉牛 50 万头需养殖用地 4 万多亩，但由于全市

山多地少，目前各县（区）推荐备选千头以上殖地块 56 块，面

积 1.86万亩，可承接 6 个万头、50 个千头规模养殖场。

2．规模化组织化程度低。全市仅有 2 个肉牛良种扩繁场、

年出栏 50 头以上肉牛规模养殖场（户）155 户，且分布在 8 个

县（区）50 多个乡镇，规模养殖出栏占比仅为 10.4%，肉牛养

殖仍然以“一家一户小规模、千家万户大群体”的方式为主，养

殖规模小且养殖方式落后，尚未摆脱传统的养殖观念，养殖规

模化、组织化程度低，疫病防控意识薄弱，市场抗风险能力低。

特别是缺乏龙头企业辐射带动，地方品种选育改良进展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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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退化严重，优质母牛供给严重不足。

3．产业链条短。现有企业加工基础薄弱，全市有 2 个肉牛

屠宰企业，年屠宰肉牛 1000 头；4 个深加工企业，年加工肉牛

产品 32 吨，销售收入 827 万元；8 个青贮饲料加工收贮企业，

年收贮 50万吨，销售收入 2 亿元。缺乏龙头企业辐射带动，肉

牛生产销售主要以活体交易为主，高附加值产品精深加工量少

质弱，产业链短，产品关联度低，生产经营标准化程度和综合

效益低。

4．畜牧兽医科技服务能力有待提升。目前，市、县、乡共

有 513名畜牧兽医专技人员，行政村有 1013 名村级防疫员；培

育动物防疫专业合作社 18户，兽药生产经营主体 122 户，饲料

及饲料添加剂生产经营主体 464 户。市县 9 个兽医实验室通过

了省级考核，为加快临沧肉牛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服务

基础设施配置、服务队伍数量难以满足全市畜禽饲养体量、监

督管理和指导服务工作量的需要。

三、发展思路、目标和原则

（一）发展思路

聚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为

抓手，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基础，以“产业化、标准化、品

牌化”发展方向，强化政策扶持，依靠科技支撑，完善服务体系，

加快良种繁育、饲料保障、屠宰加工、疫病防控、科技支撑和

质量安全管控六大体系建设，促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延伸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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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全面提升肉牛产业现代化水

平，推动肉牛产业可持续发展，把临沧建成中国重要的肉牛生

产基地。

（二）发展原则

1．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考虑可利用养殖用地、饲草

资源、用电用水、环境承载和产业相互关联度高等综合因素，

科学布局建设一批百头、千头、万头规模化和标准化的肉牛养

殖示范场，引领合作组织、农户种植优质饲料发展肉牛。

2．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引导资金、技术、人才进入肉牛产业，提升自

身发展能力。引进、培育壮大一批带动能力强的养殖加工龙头

企业，支持发展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组织，构建合理的产业链利

益联结机制，提高肉牛生产的组织化、产业化程度，提升养殖

效益。

3．科技支撑，创新驱动。以提高肉牛个体生产性能为核心，

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坚持良种良法配套，增强良种培育

能力，研究推广先进适用饲养技术和养殖模式，加快完善良种

繁育、饲草饲料供应保障、生产技术服务、疫病防控体系，不

断提高个体生产性能和经济效益。

4．农牧结合，融合发展。在抓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的

基础上，合理调整种植结构，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加快发展青贮

饲料、优质牧草，培肥地力，增草增畜，促进种养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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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目标

到 2025 年，全市建设一批肉牛万头乡、千头村、百头场，

其中，建成 5 个以上万头示范场、10 个以上 5000 头示范场、25

个以上 1000 头示范场，支持发展肉乳兼用规模养殖，实现全市

出栏肉牛 50 万头，肉产量达 10 万吨。建设肉牛全混合日粮

（TMR）饲料加工厂 2 个以上，青贮饲料加工场（点）50个，

力争年加工精饲料 100 万吨、青贮料 300 万吨。建设肉牛集中

屠宰加工厂 2 个，力争 50%以上的牛屠宰加工外销。打造中国

肉牛养殖、饲料、屠宰加工基地，实现综合产值达百亿元以上。

带动 10 万户农户参与到肉牛产业发展。

（四）发展布局

立足资源和产业禀赋，以打造耿马 10 万头能繁母牛大县为

核心，着力南汀河流域为主脉络的“一园五中心”发展空间布局，

加快建设肉牛全产业链园及肉牛良种繁育中心、育肥中心、饲

料中心、科技中心、生产智慧交易中心，推动肉牛产业集群化、

规模化、标准化、智慧化、品牌化、链条化转型发展。将耿马

县、云县、永德县、凤庆县建设为 10万头肉牛示范县，将幸福

镇、永康镇、勐撒镇、营盘镇等 31 个乡（镇）建设为万头乡（镇），

将幸福镇幸福村、永康镇鸭塘村、勐撒镇户肯村、营盘大乃坝

村等 110个村建设为千头村。同时依托中缅国际大通道优势，引

进国际国内一流企业入驻临沧边合区，推进屠宰、加工、物流、

销售一体化建设，实现“集中屠宰、精深加工、物流运输、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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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提高中高端牛肉产品比重，全面提升牛肉产品市场占有

率和竞争力。

四、重点任务

（一）建设良种繁育体系。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引进推

广与自主培育相结合，加强肉牛良种扩繁场、肉牛冻精改良点

的建设，增强良种供应能力，提高优质肉牛良种覆盖率。加强

临沧高峰牛选育扩繁，挖掘地方资源优良基因，加大育种技术

研发。到 2025 年，全市建设 5 个以上良种母牛扩繁群场，建成

肉牛冻精改良站（点）100 个以上，实现肉牛良种覆盖率达 50%

以上。

（二）建设草料保障体系。调整种植结构，优化土地资源

配置，引导养殖企业、养殖专业合作社以“订单”形式“集中连片”

推广全株青贮玉米、黑麦草、皇竹草等种植和收贮加工。支持

甘蔗种植优势区域蔗稍和蔗叶收储加工，推进以甘蔗为重点的

农作物秸秆饲料化利用。支持社会资本投资建设肉牛全混合日

粮（TMR）饲料加工厂、预混料加工厂，推进养殖基地优质饲

草饲料稳定供给。深入推进境内外交流合作，保障优质紫花苜

蓿、饲用玉米等饲草饲料来源。到 2025 年，建成肉牛全混合日

粮（TMR）饲料加工厂 2 个以上，每个万头、千头养殖示范场

根据实际同步配套建设相应规模的青贮料加工场 1 个，每个百

头养殖场配套饲饲草饲料加工机械 1 台（套）。

（三）建设屠宰加工体系。结合现有屠宰资源，优化屠宰



- 11 -

布局，推进现代屠宰加工。鼓励屠宰加工企业建设冷库、低温

分割车间等冷藏加工设施，配置冷链运输设备，完善冷链配送

体系，拓展销售网络，促进“运活牛”向“运牛肉”转变。倡导畜

禽产品安全健康消费，逐步提高冷鲜肉品消费比重。到 2025 年，

培育年屠宰 10万头肉牛屠宰深加工企业 1 户以上；积极争取跨

境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试点项目，在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引进

企业建设 20 万头以上肉牛屠宰深加工厂 1 个。

（四）建设疫病防控体系。提升市、县两级兽医实验室检

测、监测预警能力建设，完善市、县（区）、乡（镇）、村四级

疫苗冷链体系，建立免疫效果质量评价体系，完善病死畜禽无

害化处理机制，建立健全动物免疫标识及疫病可追溯体系，降

低活牛调入、调出疫病传入风险，推动口蹄疫、布病、结核病、

牛结节性皮肤病等动物疫病有效防控。督促指导养殖企业至少

配备 1 名以上执业兽医，开展肉牛疫病监测净化工作，加强防

疫设施和制度建设，提高生物安全水平。

（五）建设科技支撑体系。加强与中国农业大学、云南省

草地动物科学院等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交流合作，聘请专家、

研究人员担任技术顾问，组建肉牛产业发展专家团队，开展改

良选育、科学饲养、饲草饲料加工等肉牛产业核心关键技术研

究与示范，建设国家级肉牛试验研究基地，为肉牛产业发展提

供科技支撑。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

能等信息技术，建设临沧肉牛产业数字农业示范基地，建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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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与推广相衔接、良种良法相配套，产前到产后全程服务的科

技支撑体系。

（六）建设质量安全体系。强化质量标准、检验检测、监

管执法体系建设，督促养殖企业建立健全养殖档案、兽药饲料

投入品台帐等。健全官方兽医驻场检疫制度，规范肉牛屠宰检

疫，督促屠宰企业履行肉品品质检验主体责任。强化市场肉品

经营质量安全监管，严格市场索证、明示两证（动物检疫合格

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制度，利用“市场倒逼”机制督促

申报检疫。依法查处不合格肉牛产品上市经营行为，严厉打击

屠宰病死牛、注水或注入其他物质等各类违法行为。

五、环境影响评价

规划的实施，有利于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的饲料化利用，

通过“过腹还田”，不仅可以减少农作物秸秆焚烧及废弃带来的

环境污染，而且可以促进秸秆的资源化利用。合理布局养殖规

模，农户散养比例逐步下降，减少了因散养带来的农村面源污

染。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加大了规模养殖场粪污无害化处理

设施的建设力度，有利于粪污的集中处理。推进种养结合，推

动粪污还田利用，实现了粪污资源化利用，为种植业提供了有

机肥源，有利于减少化肥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但规划的实施对

生态环境也会造成有一定影响，通过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可以降

低影响程度。

（一）规模养殖粪污的局部富集将造成环境压力。规划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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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肉牛规模化养殖，尤其是随着肉牛产业的持续发展，可能出

现局部地区养殖的大幅增长，造成区域内养殖粪污的局部富集，

使生态环境污染治理的局部压力加大。应充分考虑各地环境状

况，充分考虑当地土地消纳能力，注重不断优化养殖的区域布

局，提倡种养平衡模式，不在环境敏感区发展规模化养殖场。

新建、改扩建规模养殖场项目应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落实

环境保护“三同时”要求。要通过大力推广清洁养殖模式，加强

粪污无害化处理，促进养殖粪污的就近就地无害化和资源化利

用，实现养殖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二）饲草基地建设不当将加剧草场生态退化。人工饲草

基地开发会造成地表土壤裸露、疏松，遇强降雨可能会造成水

土流失；人工饲草生长过程中会耗用大量生态用水。应选种多

年生牧草，减少草地耕翻和扰动，对拟利用的水源进行水平衡

分析，根据水资源平衡结果，在留足生态用水的基础上，合理

确定人工饲草基地建设规模。

（三）病死畜处理不当将危害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养殖

生产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定量的病害或死淘畜，作为细菌、

病毒的重要携带者，若控制不利，病原体会通过水、空气、直

接接触等途径感染畜群甚至人体。应加强重大动物疫病和重点

人畜共患病的防治，完善病害畜的扑杀和无害化处理机制，保

障畜群和人体的健康安全。

六、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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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组织领导。进一步增强和做好肉牛产业发展工

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把肉牛产业发展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

实加强组织领导，市、县两级分别成立由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

的肉牛产业发展指挥机构，统筹协调解决肉牛养殖生产、用地、

环保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

指导机构组织协调，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

制，形成“市抓规划、县级主导、乡镇抓落实、上下联动、共同

推进”的工作格局。

（二）强化政策扶持。要加强财政资金保障，统筹利用好

中央和省下达的产业发展资金，各县（区）在完成中央和省级

规定的约束性及指导性指标后，加大用于肉牛生产扶持工作。

支持县（区）人民政府探索发行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用于

5000 头以上规模肉牛良种扩繁场粪污资源化利用、制（繁）种

能力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肉牛政策保险支持力度，市、县

按政策性肉牛养殖保险保费承担比例纳入财政预算。支持农业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积极为符合担保条件的肉牛规模养殖场提供

信贷担保服务，收取政策性农担业务贷款主体担保费率不超过

0.8%。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融资担保机构将肉牛活体、肉牛

养殖保险单纳入可接受抵质押品目录，开展有关抵押贷款试点，

加快推进肉牛“活体贷”。认真执行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肉牛

生产所需的自动饲喂、废弃物处理和饲草料生产等农机装备实

行应补尽补。各县（区）要提高基层动物防疫人员的福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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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畜牧兽医医疗卫生津贴、特聘动物防疫专员制度。

（三）强化技术指导。根据肉牛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找

准养殖场（户）最迫切、最需要的养殖生产技术、改良技术、

饲草种植，成立市县级肉牛产业专家指导组，加大对技术培训

力度，推广应用肉牛养殖综合配套技术；支持鼓励农民专业合

作社、动物防疫专业合作社、养殖示范场（户）组织开展饲草

生产、品种改良、疫病防控等技术服务，解决技术难题，提高

科学养殖水平。建立专家评价考核体系，把肉牛优良品种覆盖

率、科学补饲及全日粮饲喂技术入户率、出栏率、产肉率、重

大动物疫病免疫抗体合格率和发病率等作为对专家评价考核的

重要内容，评价考核结果作为评先评优、职称晋升和干部选拔

任用的重要依据。

（四）构建新型利益联结机制。引进和培育一批肉牛养殖

加工企业，构建“龙头企业+合作社+村集体经济+农户”利益共

享、风险共担的利益联结机制。支持龙头企业应用资金、技术、

市场拓展等优势，推进肉牛良种繁育、饲料、屠宰加工。支持

专业合作社（或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升组织化程度，以“订单”

形式带动农户种植全株青贮玉米及就近收贮加工，发展适度规

模肉牛养殖。对“集中连片”种植青贮饲料的家庭农场、专业合

作社（或村集体经济组织）等主体，在耕、种、防、收的单一

或多个环节，优先纳入农业社会化服务托管项目争取中央财政

给予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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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产业服务保障。强化肉牛养殖场项目选址、立

项、用地、用水、用电、金融担保及肉牛保险等要素服务保障，

将用于肉牛养殖的圈舍、饲料存贮和配制等生产设施及直接关

联的粪污处置、检验检疫等辅助设施用地纳入设施农业用地管

理，由乡镇人民政府进行备案。辅助设施用地规模控制在养殖

生产用地规模的 10%以内，最多不得超过 20 亩（利用非耕地的

最多不得超过 25亩）并不得以设施农用地为名搭车建设永久建

筑。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养殖场选址距离的规定，简化动物防疫

条件合格证审批程序。

附件：1．临沧市肉牛产业发展目标任务表

2．临沧市肉牛产业发展重点项目表

3．临沧市肉牛产业发展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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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临沧市肉牛产业发展目标任务表

县
名

2020年 2022年 2025年

计划建设
万头乡名
称及数量

计划建设千头村名称
及数量

计划
建设
百头
养殖
场

（个）

从事
肉牛
养殖
农户
数量
（户）

存栏
（头）

出栏
（头）

产量
（吨）

产值
（万
元）

计划
发展
肉牛
养殖
农户
数量
（户）

计划存
栏（头）

计划出
栏（头）

产量
（吨）

产值
（万
元）

计划发
展肉牛
养殖农
户数量
（户）

计划存
栏（头）

计划出
栏（头）

产量
（吨）

产值（万
元）

临
翔
区

2102 43657 10881 1294 20871 2166 57043 11654 1386 25609 3183 77500 24500 5000 61053 1 平村乡 5

章驮乡的户远村、塘
房村；平村乡的平村
村；圈内乡的细博村；
博尚镇的户有村。

10

凤
庆
县

27288 96118 38500 4303 69403 28112 125589 41234 4609 81951 41325 170500 83300 16000 203023 5

营盘镇、
小湾镇、
勐佑镇、
洛党镇、
大寺乡

10

营盘镇的大乃坝村；
鲁史镇的宝华村；小
湾镇的春光村；勐佑
镇的勐佑村；雪山镇
的新民村；洛党镇的
万锋村；诗礼乡的武
伟村；新华乡的凤云
村；大寺乡的平和村；
郭大寨乡干马村。

22

云
县

18012 132490 30082 3246 52355 18556 173837 32218 3476 61820 27277 200000 110250 22000 153152 5

爱华镇、
幸福镇、
茂兰镇、
涌宝镇、
晓街乡

12

爱华镇的永胜村、德
胜村；幸福镇的幸福
村、勐底村；茂兰镇
的多依村、牛厩箐、
忙卓村；涌宝镇的石
龙村、胜利村；晓街
乡的快乐村、团山村、
月牙村。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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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
名

2020年 2022年 2025年

计划建设
万头乡名
称及数量

计划建设千头村名称
及数量

计划
建设
百头
养殖
场

（个）

从事
肉牛
养殖
农户
数量
（户）

存栏
（头）

出栏
（头）

产量
（吨）

产值
（万
元）

计划
发展
肉牛
养殖
农户
数量
（户）

计划存
栏（头）

计划出
栏（头）

产量
（吨）

产值
（万
元）

计划发
展肉牛
养殖农
户数量
（户）

计划存
栏（头）

计划出
栏（头）

产量
（吨）

产值（万
元）

永
德
县

5657 95726 36383 4918 79323 5828 125078 38966 5267 93663 8567 170500 98000 20000 232040 5

永康镇、
德党镇、
亚练乡、
崇岗乡、
小勐统

镇

15

永康镇的鸭塘、勐底
农场；德党镇的大坝、
松林、茂梧、勐汞、
大出水村；亚练乡的
亚练、鱼新塘、忙回、
文化村；崇岗乡的团
树村；小勐统镇的木
瓜河、班老村；乌木
龙乡的石灰地村。

20

镇
康
县

2216 49662 11262 1351 21790 2283 64889 12062 1447 25730 3356 88195 24500 5000 63743 5

勐捧镇、
勐堆乡、
南伞镇、
忙丙乡、
军赛乡

21

勐捧镇的岔沟村、勐
捧村、岩子头村、包
包寨村、丫口村、南
梳坝村、蒿子坝村；
勐堆乡的帮东村、蚌
孔村、勐堆村、彭木
山村；南伞镇的营盘
村、白岩村、田坝村；
忙丙乡的麦地村、蔡
河村、班海村；凤尾
镇的凤尾村；军赛乡
的彩靠村、忙吉利村；
木场乡的芹菜塘村。

50

双
江
县

6349 38127 12109 1289 20790 6541 49817 12969 1381 24549 9615 67735 25725 5000 60817 2
沙河乡、
勐勐镇

4
沙河乡的平掌村、忙
开村；勐勐镇的那布
社区、忙建村。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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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名

2020年 2022年 2025年

计划建设
万头乡名
称及数量

计划建设千头村名称
及数量

计划
建设
百头
养殖
场

（个）

从事
肉牛
养殖
农户
数量
（户）

存栏
（头）

出栏
（头）

产量
（吨）

产值
（万
元）

计划
发展
肉牛
养殖
农户
数量
（户）

计划存
栏（头）

计划出
栏（头）

产量
（吨）

产值
（万
元）

计划发
展肉牛
养殖农
户数量
（户）

计划存
栏（头）

计划出
栏（头）

产量
（吨）

产值（万
元）

耿
马
县

4364 71539 23821 2859 46113 4496 123877 25512 3062 54450 6609 170000 98000 20000 134893 6

勐撒镇、
耿马镇、
勐永镇、
孟定镇、
四排山
乡、贺派

乡

30

勐撒镇的户肯村、班必
村、丙令村、芒枕村、
芒茂村；耿马镇的甘东
村、芒蚌村、团结村、
充楞村；勐永镇的帮令
村、香竹林村、光木林
村、新和村、河底岗社
区；孟定镇的大水井
村、山头寨村、尖坪村、
下城村、色树坝村；大
兴乡的班坝村；芒洪乡
的科且村；四排山乡的
梁子寨村、关弄村、芒
翁村；贺派乡的贺派
村、芒底村、水平村、
崩弄村、洛阳村；勐简
乡的老厂村。

100

沧
源
县

1759 36548 16885 2025 32661 1812 47754 18084 2169 38566 2664 65100 36750 7200 95543 2
勐省镇、
勐董镇

13

岩帅镇的中贺勐村；
勐省镇的和平村、永
让村、芒坎村；单甲
乡的嘎多村；糯良乡
的班考村、翁不老村；
勐来乡的永安村；芒
卡镇的白岩村；勐董
镇的芒回村、永和社
区、芒摆村、龙乃村。

30

合
计 67747 563867 179923 21285 343306 69794 767884 192699 22797 406338 102596 1009530 501025 100200 1004263 31 110 377



- 20 -

-
2
0

-

附件 2

临沧市肉牛产业发展重点项目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类型和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
资金筹措方式（万元） 建设地点

（县名
称）

实施主体 责任单位 备注
总投资

争取财政
投入

企业（农户）
自筹

一 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

（一） 万头示范场 6 个

1
凤庆县万头肉牛养殖示
范场建设项目

拟在营盘镇大乃坝村流转土地 800 亩，引进优
良品种肉牛 10000 头，新建标准化牛舍 60000
平方米，新建青贮窖 3000 立方米，新建饲料加
工车间 2000平方米，新建堆粪场 1000 平方米，
新建化粪池 1000立方米。新建员工生活区 3000
平方米，购置消毒用机械 5 台及围墙、大门、
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

40000 1000 39000 凤庆县
云南鹏欣富
盛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县人民政府

2
云县万头肉牛养殖示范
场建设项目

促进与云南山水农牧集团牛业公司租赁土地

800 亩，运用已建设的 13.75 万平方米标准化圈
舍，引进优良品种肉牛 10000 头，新建青贮窖

14500 立方米（共达到 30000 立方米），改造
饲料加工车间 2000平方米，新建堆粪场 1500
平方米，新建化粪池 2000 立方米。改造员工生
活区3000平方米，购置消毒用机械5台及围墙、
大门、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

40000 1000 39000 云县
云南鹏欣富
盛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县人民政府

3
永德县万头肉牛养殖示
范场建设项目

拟在永康镇流转土地 800亩，引进优良品种肉
牛 10000 头，新建标准化牛舍 60000 平方米，
新建青贮窖 30000 立方米，新建饲料加工车间

2000平方米，新建堆粪场 1500 平方米，新建
化粪池 2000立方米。新建员工生活区 3000 平
方米，购置消毒用机械 5 台及围墙、大门、水、
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

40000 1000 39000 永德县
云南鹏欣富
盛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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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型和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
资金筹措方式（万元） 建设地点

（县名
称）

实施主体 责任单位 备注
总投资

争取财政
投入

企业（农户）
自筹

4
耿马县勐撒镇城子村万
头肉牛养殖示范场建设
项目

在勐撒镇城子村流转土地 1000 亩，引进优良品
种肉牛 10000 头，新建标准化牛舍 60000 平方
米，新建青贮窖 30000 立方米，新建饲料加工
车间 2000 平方米，新建堆粪场 3000 平方米，
新建化粪池 2000立方米。新建员工生活区 3000
平方米，购置消毒用机械 5 台及围墙、大门、
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

40000 1000 39000 耿马县
云南鹏欣富
盛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县人民政府

5
耿马县四排山乡关弄村
万头肉牛养殖示范场建
设项目

在耿马县四排山乡关弄村流转土地 1600亩，引
进优良品种肉牛 20000 头，新建标准化牛舍

120000 平方米，新建青贮窖 60000 立方米，新
建饲料加工车间 4000平方米，新建堆粪场 3000
平方米，新建化粪池 4000 立方米。新建员工生
活区 3000 平方米，购置消毒用机械 10 台及围
墙、大门、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

60000 1500 58500 耿马县
云南鹏欣富
盛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县人民政府

6
耿马县孟定镇尖坪村万
头肉牛养殖示范场建设
项目

在孟定镇尖坪村流转土地 1000 亩，引进优良品
种肉牛 10000 头，新建标准化牛舍 60000 平方
米，新建青贮窖 30000 立方米，新建饲料加工
车间 2000 平方米，新建堆粪场 3000 平方米，
新建化粪池 2000立方米。新建员工生活区 3000
平方米，购置消毒用机械 5 台及围墙、大门、
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

40000 1000 39000 耿马县
云南鹏欣富
盛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县人民政府

（二） 5000头示范场 12个

1
永德县存栏 5000 头肉牛
养殖示范场建设项目

拟在德党镇茂梧村流转土地 400亩，引进优良
品种肉牛 5000 头，新建标准化牛舍 30000 平方
米，新建青贮窖 15000 立方米，新建饲料加工
车间 1000 平方米，新建堆粪场 750平方米，新
建化粪池 1000 立方米。新建员工生活区 1500
平方米，购置消毒用机械 3 台及围墙、大门、
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

20000 500 19500 永德县
云南鹏欣富
盛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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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型和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
资金筹措方式（万元） 建设地点

（县名
称）

实施主体 责任单位 备注
总投资

争取财政
投入

企业（农户）
自筹

2
耿马县 10个存栏 5000头
肉牛养殖示范场建设项
目

拟在勐简、孟定等 9个乡镇流转土地 4000亩，
引进优良品种肉牛 50000头，新建标准化牛舍
300000平方米，新建青贮窖 150000立方米，新
建饲料加工车间 10000平方米，新建堆粪场 7500
平方米，新建化粪池 10000立方米。新建员工生
活区 15000平方米，购置消毒用机械 30台及围
墙、大门、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

200000 5000 195000 耿马县
云南鹏欣富
盛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县人民政府

3
镇康县存栏 5000 头肉牛
养殖示范场建设项目

拟在勐堆乡彭木山村落水坝流转土地 600 亩，
引进优良品种肉牛 5000 头，新建标准化牛舍
30000 平方米，新建青贮窖 15000立方米，新
建饲料加工车间 1000 平方米，新建堆粪场 750
平方米，新建化粪池 1000 立方米。新建员工生
活区1500平方米，购置消毒用机械3台及围墙、
大门、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

20000 500 19500 镇康县
云南鹏欣富
盛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县人民政府

（三） 1000头示范场 38个

1
引进优质育龄母牛补贴
项目

企业从外国引进手续合法、证件和资料齐备的
优质育龄母牛每头一次性奖励 1000 元。计划引
进种母牛 8 万头。

120000 8000 112000 8 县（区）
养殖企业、

合作社
县（区）人

民政府

2
临翔区 2 个存栏 1000 头
肉牛养殖示范场建设项
目

拟在临翔区平村乡平村村、章驮乡新寨组流转土
地 400亩，引进优良品种肉牛 2000头，新建标
准化牛舍 24000平方米，新建青贮窖 12000立方
米，新建饲料加工车间 800平方米，新建堆粪场
600平方米，新建化粪池 800立方米。新建员工
生活区 1200平方米，购置消毒用机械 1台及围
墙、大门、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

8000 500 7500 临翔区
养殖企业、

合作社
区人民政府

3
凤庆县 10个存栏 1000头
肉牛养殖示范场建设项
目

拟在鲁史镇、小湾镇等 10个乡镇流转土地 2000
亩，引进优良品种肉牛 10000头，新建标准化牛
舍 120000平方米，新建青贮窖 6000立方米，新
建饲料加工车间 4000平方米，新建堆粪场 3000
平方米，新建化粪池 2000立方米。新建员工生
活区6000平方米，购置消毒用机械10台及围墙、
大门、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

40000 5000 35000 凤庆县
养殖企业、

合作社
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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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型和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
资金筹措方式（万元） 建设地点

（县名
称）

实施主体 责任单位 备注
总投资

争取财政
投入

企业（农户）
自筹

4
永德县 2 个存栏 1000 头
肉牛养殖示范场建设项
目

拟在永康镇、大雪山乡流转土地 400 亩，引进
优良品种肉牛 2000头，新建标准化牛舍 24000
平方米，新建青贮窖 12000 立方米，新建饲料
加工车间 800 平方米，新建堆粪场 600 平方米，
新建化粪池 800 立方米。新建员工生活区 1200
平方米，购置消毒用机械 1 台及围墙、大门、
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

8000 500 7500 永德县
养殖企业、

合作社
县人民政府

5
镇康县 2 个存栏 1000 头
肉牛养殖示范场建设项
目

拟在南伞镇白岩村搬小底、忙丙乡新水村流转
土地 400 亩，引进优良品种肉牛 2000 头，新建
标准化牛舍 24000 平方米，新建青贮窖 12000
立方米，新建饲料加工车间 800平方米，新建
堆粪场 600 平方米，新建化粪池 800 立方米。
新建员工生活区 1200 平方米，购置消毒用机械
1 台及围墙、大门、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
设等。

8000 500 7500 镇康县
养殖企业、

合作社
县人民政府

6
耿马县 20个存栏 1000头
以上肉牛标准化规模养
殖场建设项目

拟在勐永镇、大兴乡等乡镇流转土地 4000亩，
引进优良品种肉牛 20000头，新建标准化牛舍
240000平方米，新建青贮窖 120000立方米，新
建饲料加工车间 8000平方米，新建堆粪场 6000
平方米，新建化粪池 8000立方米。新建员工生
活区 12000平方米，购置消毒用机械 20台及围
墙、大门、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

80000 10000 70000 耿马县
养殖企业、

合作社
县人民政府

7
沧源县 2 个存栏 1000 头
以上肉牛标准化规模养
殖场建设项目

拟在勐省镇、糯良乡流转土地 400 亩，引进优
良品种肉牛 4000 头，新建标准化牛舍 24000
平方米，新建青贮窖 12000 立方米，新建饲料
加工车间 800 平方米，新建堆粪场 600 平方米，
新建化粪池 800 立方米。新建员工生活区 1200
平方米，购置消毒用机械 1 台及围墙、大门、
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

8000 500 7500 沧源县
养殖企业、

合作社
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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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型和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
资金筹措方式（万元） 建设地点

（县名
称）

实施主体 责任单位 备注
总投资

争取财政
投入

企业（农户）
自筹

（四） 百头标准化规模场 377 个

1
临翔区 10 个存栏 100头

以上肉牛标准化规模养

殖场建设项目

拟在全区 10 个乡镇流转土地 80 亩，引进优良

品种肉牛 1000 头，新建标准化牛舍 6000 平方

米，新建青贮窖 3000 立方米，新建饲料加工车

间 200 平方米，新建堆粪场 150 平方米，新建

化粪池 200 立方米。新建员工生活区 300 平方

米，购置消毒用机械 10 台及围墙、大门、水、

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

4000 500 3500 临翔区
养殖合作

社、养殖户
区人民政府

2
凤庆县 22 个存栏 100头

以上肉牛标准化规模养

殖场建设项目

拟在全县 13 个乡镇流转土地 2000 亩，引进优

良品种肉牛 2200 头，新建标准化牛舍 13200
平方米，新建青贮窖 6600 立方米，新建饲料加

工车间 440 平方米，新建堆粪场 330 平方米，

新建化粪池 440 立方米。新建员工生活区 660
平方米，购置消毒用机械 22 台及围墙、大门、

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

8800 1100 7700 凤庆县
养殖合作

社、养殖户
县人民政府

3
云县 100个存栏 100头以

上肉牛标准化规模养殖

场建设项目

拟在全县 12个乡镇引导有规模基础养殖户 100
户扩大规模进行养殖，引进优良品种肉牛

10000 头，新建标准化牛舍 30000平方米，新

建青贮窖 30000 立方米及其它养殖设施，达到

每户实现肉牛养殖量 100头以上。

40000 5000 35000 云县
养殖合作

社、养殖户
县人民政府

4
永德县 20 个存栏 100头

以上肉牛标准化规模养

殖场建设项目

拟在全县 10 个乡镇流转土地 160 亩，引进优良

品种肉牛 2000 头，新建标准化牛舍 12000 平方

米，新建青贮窖 6000 立方米，新建饲料加工车

间 400 平方米，新建堆粪场 300 平方米，新建

化粪池 400 立方米。新建员工生活区 600 平方

米，购置消毒用机械 20 台及围墙、大门、水、

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

8000 1000 7000 永德县
养殖合作

社、养殖户
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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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型和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
资金筹措方式（万元） 建设地点

（县名
称）

实施主体 责任单位 备注
总投资

争取财政
投入

企业（农户）
自筹

5
镇康县 50 个存栏 100头
以上肉牛标准化规模养
殖场建设项目

拟在全县 7 个乡镇流转土地 400 亩，引进优良
品种肉牛 5000 头，新建标准化牛舍 30000 平方
米，新建青贮窖 15000 立方米，新建饲料加工
车间 1000 平方米，新建堆粪场 750平方米，新
建化粪池 1000 立方米。新建员工生活区 1500
平方米，购置消毒用机械 50 台及围墙、大门、
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

20000 2500 17500 镇康县
养殖合作

社、养殖户
县人民政府

6
双江县 45 个存栏 100头
以上肉牛标准化规模养
殖场建设项目

拟在全县 6 个乡镇流转土地 360 亩，引进优良
品种肉牛 4500 头，新建标准化牛舍 27000 平方
米，新建青贮窖 13500 立方米，新建饲料加工
车间 900 平方米，新建堆粪场 675 平方米，新
建化粪池 900 立方米。新建员工生活区 1500
平方米，购置消毒用机械 50 台及围墙、大门、
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

18000 2250 15750 双江县
养殖合作

社、养殖户
县人民政府

7
耿马县 100个存栏 100头
以上肉牛标准化规模养
殖场建设项目

拟在全县 9 个乡镇流转土地 800 亩，引进优良
品种肉牛 10000 头，新建标准化牛舍 60000 平
方米，新建青贮窖 1350 立方米，新建饲料加工
车间 2000 平方米，新建堆粪场 1500 平方米，
新建化粪池 2000立方米。新建员工生活区 3000
平方米，购置消毒用机械 45 台及围墙、大门、
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

40000 5000 35000 耿马县
养殖合作

社、养殖户
县人民政府

8
沧源县 30 个存栏 100头
以上肉牛标准化规模养
殖场建设项目

拟在全县 10 个乡镇及勐省农场管委会流转土
地 240 亩，引进优良品种肉牛 3000 头，新建标
准化牛舍 18000 平方米，新建青贮窖 9000 立方
米，新建饲料加工车间 600 平方米，新建堆粪
场 450 平方米，新建化粪池 600 立方米。新建
员工生活区 900 平方米，购置消毒用机械 30
台及围墙、大门、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等。

12000 1500 10500 沧源县
养殖合作

社、养殖户
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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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型和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
资金筹措方式（万元） 建设地点

（县名
称）

实施主体 责任单位 备注
总投资

争取财政
投入

企业（农户）
自筹

（五） 饲草项目

1 全株青贮玉米补贴项目

肉牛（奶牛）养殖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年收

储全株青贮玉米 1500 吨（含）以上的，采取“先

贮后补”的方式，按照 60 元/吨给予奖补。计

划收贮 24 万吨。

7200 1440 5760 8 县（区）
企业、专业

合作社

县（区）人

民政府

2 粮改饲建设项目

每年订单种植 20 万亩青贮玉米，收储全株青贮

玉米 70 万吨，依托肉牛养殖企业、饲草售贮加

工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订单收购，单价不

低于 300 元/吨。通过专业合作组织统一集中采

购优良品种，组织农户种植。

3000 1000 2000 耿马县
县（区）农

业农村局

县（区）人

民政府

3 秸秆综合利用项目

各县区每年有大量的蔗稍、玉米、水稻、小麦可

回收利用，依托肉牛养殖企业、饲草售贮加工企

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每年收购农作物秸秆 30
万吨，回收利用畜牧业饲草的加工生产。

20000 2000 18000 8 县（区）
县（区）农

业农村局

县（区）人

民政府

二 良种繁育体系

1
新建 20 个肉牛冻精改良

站点项目

加强市、乡二级改良站点建设。新建改扩建肉

牛冻精改良站点基础设施，购置液氮罐、显微

镜等仪器设备。
500 100 400 8 县（区）

县（区）农

业农村局

县（区）人

民政府

三 屠宰加工体系

1 肉牛屠宰加工项目

新建屠宰车间、冷库、分装等生产基础设施建

设，购置屠宰设备、冷链、运输等设备。水电

路等配套设施建设。
30000 2000 28000 孟定 加工企业 临沧边合区

四 饲料加工体系

1
肉牛全混合日粮（TMR）

饲料加工厂建设项目

新建饲料生产加工车间、原料库、成品库基础

设施，购置饲料生产加工设备、运输车辆等，

水电路等配套设施建设。
30000 30000

耿马、云

县、临翔

等

加工企业
县（区）人

民政府

五 疫病防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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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型和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
资金筹措方式（万元） 建设地点

（县名
称）

实施主体 责任单位 备注
总投资

争取财政
投入

企业（农户）
自筹

1
全市动物防疫合作社建

设支持项目

组织开展动物疫病防控、科学养殖技术、优质

牧草种植、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技术培

训。
300 200 100 8 县（区） 合作社

县（区）人

民政府

2
边境动物疫情监测站建

设项目

新建和扩建县级动物疫病临床诊断实验室、病

原学检测仪器设备、血清学检测仪器设备、生

物制品的保藏、运输设施、动物疫情信息采集

处理及动物及其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确保

能够独立完成非洲猪瘟病毒检测。

1000 1000
镇康县、

耿马县、

沧源县

县（区）农

业农村局

县（区）人

民政府

六 其它

1
病死畜禽无害化收集处
理项目

新建无害化处理场；购置病死畜禽装载、冷藏、
处理设备；转运车辆、环境冲洗消毒设施设备、
废弃废水收集处理等环保设施。

6000 600 5400 8 县（区）
专业化企

业、合作社
县（区）人

民政府

2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
目

粪污处理、运输设备；化粪池、堆粪场等。 10000 6000 4000 8 县（区）
县（区）农
业农村局

县（区）人
民政府

3
云南省高原特色畜牧业
管理平台

演示大屏、业务管理系统、手机 APP 系统 100 100 8 县（区）
市、县（区）
农业农村局

县（区）人
民政府

合计 1030900 70790 96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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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委，

市法院，市检察院，临沧边合区管委会，各人民团体、企事
业单位、大中专学校，中央、省属驻临单位，驻临军警部队。

———————————————————————————————
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6月 16日印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