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猪产业无疑是当前的“风口”产业、“明星”

产业，猪肉价格频创历史新高，生猪产业迎来前

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生猪产业的火爆，从万科、碧

桂园等房地产大佬纷纷跨界布局可见一斑。

我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恢复生

猪生产的决策，立足资源优势，以敏锐的嗅觉、

有力的措施、果断的行动牢牢抓住发展生猪产

业这一“可遇而不可求”的历史机遇，成为这一

轮恢复生猪生产的有力推动者。

下一步，我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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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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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更多的高新技术融入生猪产

业，我市的畜牧产业发展线路越来越清晰。

根据我市畜牧产业发展规划，结合重大项

目推进情况，到明年年底项目满产后，我市年

出栏生猪将突破 700 万头，产值突破 300 亿

元；到“十四五”末，“饲料 -养殖 -屠宰 -冷

链 -加工”全产业链运营后，畜牧业产值将突

破 1000亿元，同时带动就业 15000余人，实现

利税 10亿元以上，一举成为全国县域生猪产

业的佼佼者。

蓝图绘就目标坚，广邀英才创史篇。我市

计划通过 3年的努力，集聚全国顶尖生猪产业

科研机构、专家学者、知名企业等优势资源，建

成区域性最具市场竞争力的食品产业园，努力

将我市打造成全国畜牧经济强市、全国畜牧产

业发展高地。

“如何从生猪养殖的‘大个子’成长为生猪

产业的‘制高点’，和‘三起来’结合起来，我们

正在积极探索畜牧产业发展的突破点。”市委

书记陈天富豪情满怀。

“市畜牧局局长李天玺多次带我到农发行

与行长对接，帮助我们取得银行的金融支持，

政府部门这么支持、关心企业发展，我还是第

一次遇见。”提起我市对企业的帮助和支持，汝

州牧原农牧有限公司融资部负责人冉亚洲激

动地说。

如他所说，目前我市相关金融部门已为全

市 20余家畜牧企业提供贷款 2亿多元。同时，

我市提出的“1234”发展战略，也为企业的迅猛

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1”———围绕全国畜牧强县发展目标。我市

抓住恢复生猪生产的政策优势，大力发展畜牧

产业，把畜牧产业作为乡村振兴、富民强县的重

要抓手，立足资源优势，抢抓发展机遇，围绕生猪

产业做大文章，计划利用 3年时间实现由全国畜

牧大县向全国畜牧强县、全国畜牧经济强县转

变，规划建设区域性食品产业园、畜产品电子交

易平台，打造千亿级畜牧产业集群的发展目标。

“2”———抓住土地和资金两个关键。企业

发展基础在土地、命门在资金。我市坚持“龙头

带动、品牌培育”的发展思路，精准施策、精准

发力，紧紧围绕土地和资金两个关键要素，为

畜牧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在用地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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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初选养殖用地

2万余亩，解决企业发展用地难题。在资金方

面，发挥金融部门资金优势，专门出台了《汝州

市畜牧局 汝州市金融工作局 中国人民银

行汝州市支行关于金融支持畜牧业健康发展

的通知》《汝州市畜牧局 汝州玉川村镇银行

关于支持畜牧企业全面复产融资保障的通知》

《汝州市畜牧局 河南汝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支持畜牧企业融资保障的通知》

等系列政策文件，支持畜牧业发展，解决畜牧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发展瓶颈。

“3”———发挥产业基础、土地资源、物流平

台三项优势。一是发挥产业优势，作为畜牧业

养殖大县，2019 年我市共检疫动物 15512669

头（只），现有标准化规模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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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发挥

资源优势，汝州“两山夹一川”地形结构，广袤

的虎狼爬岭地，为畜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发

展优势，为企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养殖用地。三

是发挥物流优势，我市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宁

洛高速、二广高速、林桐高速穿境而过，在 1小

时交通圈内涵盖了郑州国际机场、洛阳机场，2

小时消费圈覆盖人数超过 5000万人。同时，我

市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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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绘制“四张图谱”，做好“四个拜

访”。今年以来，平顶山市委书记周斌、市长张

雷明多次莅汝调研，对我市畜牧产业发展给予

充分肯定，要求我市把恢复生猪生产作为民生

实事、富民强县的主导产业抓实抓紧。今年 4

月份，我市启动了科学绘制畜牧产业链、企业

分布、核心技术、市场需求“四张图谱”；5 月

份，全面开展拜访专家团队、科研机构、知名企

业、行业协会“四个拜访”活动，延链、补链、强

链，实现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成为新冠肺炎

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下经济社会新的增长点。

“汝州市要精心绘制畜牧产业发展‘四张

图谱’，开展好‘四个拜访’，推动畜牧产业全产

业链高质量发展。”平顶山市委书记周斌在 4

月 14日莅汝调研产业发展时对我市畜牧产业

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汝州市要依托畜牧龙头企业，大力发展

生猪产业，力争成为全国生猪养殖的一张名

片。”平顶山市市长张雷明在 2月 24日参加我

市 2020年重大项目开工仪式时对畜牧产业寄

予厚望。

“汝州市畜牧业发展起点高、力度大，市委

市政府重视，是平顶山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

力军。”2020年以来，平顶山市畜牧局局长赵

志伟先后 5次莅汝调研畜牧产业发展，对我市

畜牧产业发展充满信心。

“要加快恢复生猪生产，为国养猪、为民分

忧。”我市市委书记陈天富指出，生猪产业就是

民生产业。

“畜牧业发展要树立市场理念、经营理念，

打造畜牧经济强县。”我市市委副书记、市长刘

鹏表示产业发展要树立经营思维、经济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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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大地 牧歌嘹亮
———我市畜牧业快速崛起工作综述

文 /图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张旭阳

这是一组沉甸甸的数字，更是一组令人倍

感振奋的数字：2016 年，全市畜牧业产值达到

36.27 亿元；2017 年，35.59 亿元；2018 年，33.42

亿元；2019 年，37.91 亿元，占农业总产值 52%。

肉 74177 吨、蛋 53082 吨、奶 49474 吨，连续多

年占农业生产总产值 50%以上，居河南省县级

前列。

我市是全国第一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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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示范县等。2019 年以来，我市认真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恢复生猪生产的重大要求，以创

建全国畜牧强县为目标，把强县和富民统一起

来、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把城镇和乡村贯

通起来，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与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结合起来，招大商、招龙头，坚持龙头带

动，推动畜牧产业快速发展，发挥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乡村振兴宏伟事业主力军作用。

风生水起、高歌猛进的畜牧业发展，使汝州

大地绿色牧歌嘹亮，唱响四方。

引进来是前提，落地见效才

是硬道理。为服务好项目建设，

我市在借鉴以往服务项目经验

基础上，结合畜牧项目特点，探

索出 3条妙招。

首先是建立项目审批服务

机制。巩固“放管服”改革成果，

转变政府服务职能。项目建设之

初，我市组织召开畜牧、发改、环

保、水利、电业、交通、林业等部

门和项目所在地乡镇政府召开

项目建设专题协调会，在项目选

址、水资源论证、项目立项、环评

办理等方面开辟“绿色通道”，加

快推进项目手续办理。同时，市

畜牧局作为项目建设具体责任

单位，明确 6名副科级干部，建

立项目建设“一对一”分包服务

机制，全力协调解决用地、用水、

用电、通路等问题，小屯镇、杨楼

镇、王寨乡等项目所在地乡镇政

府成立工作专班，为项目顺利推

进保驾护航。

其次是建立工作专班推进

机制。我市成立畜牧产业发展工

作领导小组、畜牧产业服务专

班，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韩

春晓任组长和首席服务官，建立

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定期

谋划，统一畜牧产业发展思路，

推动项目建设。记者了解到，在小

屯镇牧原养殖综合体项目推进

中，我市成立了由市委副书记李

晓伟任组长的工作专班，多次深

入项目现场办公，极大加快了项

目的推进速度。

同时建立项目推进周例会机

制。每周召集畜牧、水利、电业、相

关乡镇街道等职能部门以及企业

负责人，召开碰头交流会议，通报

项目进度，协调解决疑难问题，及

时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在“比学赶

帮超”中调动职能部门积极性，推

动项目建设。

“目前，汝州市畜牧重大项目

遍地开花，点多面广，发展势头喜

人。与此同时，服务项目建设任务

重难度大，畜牧局作为行业职能

部门，如何服务好项目建设成为

我们必须破解的一道难题。”畜牧

局工作人员张旭阳接着介绍：“畜

牧局领导班子经过深入讨论，提

出‘金融跟着三农走、项目跟着产

业走、领导跟着项目走、干部跟着

领导走’的工作思路，领导包乡

镇、青年干部包项目，每周至少深

入项目工地 2次以上，协调解决

项目推进问题。在帮助企业解决

问题的同时，也增长了我们个人

的本领”

2019年以来，我市抢抓恢复生猪生产

政策机遇，成立机构，出台政策，苦练“内

功”，打好“软”基础，引来“硬核”畜牧企业纷

纷入驻，布局发展。截至目前，我市已与牧原

股份、新希望六和、天康生物、禾丰牧业等畜

牧龙头企业、上市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并全

面开工建设，累计投资额达 132.9亿元。东

方希望集团、北京农信互联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等在我市投资发展正在洽谈中。

牧原股份在我市注册成立汝州市牧原

农牧有限公司，在我市布局年出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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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牧原项目负责人姚

宁介绍：“2019年 10月，牧原进驻汝州之初

规划投资规模为年出栏 100万头生猪养殖

体系项目，因为当时对政府是否支持生猪

养殖心存疑虑，但经过半年的交流对接，汝

州市对我们项目的支持、关心和服务深深

地打动了我们，集团在汝州投资规模也不

断追加，从年出栏 100万头生猪到年出栏

200万头生猪，再到目前的年出栏 410万头

生猪。我们现在认为，汝州是我们企业发展

的‘风水宝地’。”目前，汝州市牧原农牧有

限公司一期在建项目有 6个，设计产能年

出栏 285万头生猪、年产饲料 42万吨。

新希望六和在我市注册成立汝州市全

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布局年出栏 100万

头生猪养殖项目。近日，在临汝镇东营村项

目工地，300 余名工人正在紧张施工，现场

人头攒动，热火朝天，一片繁忙景象。“项目

从 4月 15日举行开工仪式后，各标段施工

方全面入驻，同时作业工人超过 300人。目

前，工程整体进度已完成 50%以上，推进速

度好于我们预期。”全生农牧企业负责人邢

银涛自豪地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预计

7月 30日东营场将全部建成投产。”

天康生物在我市注册成立河南天康宏

展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布局年出栏 80万头

生猪养殖全产业链项目。项目一场位于杨

楼镇渠庄村，年出栏生猪 50 万头，已竣工

投产。记者通过无人机看到，场区内一栋栋

猪舍映入眼帘，整齐划一，一望无际。

“项目二场位于杨楼镇大程村，规划建

设年出栏生猪 30 万头，4 月 29 日破土动

工，计划 9月份建成投产，一二标段施工

方、打井施工队已全面入驻，同时作业工人

80余名。”项目负责人王军激动地说：“项

目顺利开工离不开汝州市委、市政府和汝

州市畜牧局、杨楼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

特别是市领导汪聚涛，带队驻扎项目驻地

10 余天，日夜不停解决项目遗留疑难问

题，保障了项目的顺利开工，真是一位务实

高效的好领导。”

“在招引龙头企业的同时，我市坚持培

育本土优质企业。在政策、技术、资金上给

予支持，扶持它们做大做强”。在市畜牧局

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河南华扬

农牧有限公司黄沟项目现场。

据华扬农牧董事长鲁高信介绍，河南

华扬农牧有限公司是中丹合作的河南最大

的丹系种猪培育基地。华扬农牧黄沟村项

目总投资 1.8 亿元，设计年出栏生猪 14.8

万头，去年 10 月份开工建设，虽然新冠肺

炎疫情对工期造成了一定影响，但项目目

前封顶在即，预计 7月份全面投产。另外，

华扬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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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市本土优质畜牧企业除华扬农牧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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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本土企业，市畜牧局工作人

员王帅涛如数家珍。

坚持外引内培，以大场带小场，培养各

畜种行业“明白人”，通过招商引资、政府引

导、技术培训、金融支持，实现了畜牧业发

展的“四轮驱动”，我市畜牧产业发展进入

“快车道”。

汝州市牧原农牧有限公司饲料厂项目奠基

招大商招龙头 插上腾飞翅膀 服务项目建设 发展妙招迭出

“1234”战略 提供坚实支撑

未来发展可期 “绿色牧歌”嘹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