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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奶业振兴的实施意见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政

府有关部门： 

为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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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河北省奶业振兴规划

纲要（2019-2025 年）》，加快河北奶业振兴步伐，提出如下实

施意见。 

一、明确奶业振兴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让祖国的下一代喝上好奶粉”“希

望国产品牌在市场中起主导作用”等重要指示精神，勇扛民族奶

业振兴大旗。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以巩固提升奶业全产业链竞争力为核心，对标国际一

流水平，建设优质奶源基地，壮大乳品加工企业，完善利益联结

机制，提升民族品牌知名度，确保《河北奶业振兴规划纲要

（2019-2025 年）》任务目标如期实现。到 2022 年，生鲜乳产

量达到 595 万吨，乳制品产量达到 500 万吨，婴幼儿乳粉市场占

有率全国第一。到 2025 年，全面实现奶业振兴，在全国率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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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奶业现代化，生鲜乳产量力争达到 1000 万吨，乳制品产量力

争达到 760 万吨。 

二、建设绿色优质奶源基地 

（一）推进奶牛养殖集聚发展。依托现有基础，发挥比较优

势，实施加工带动，引导奶牛养殖向饲草饲料丰富、生态容量大

的优势区域集聚发展。集中打造三大奶牛养殖集聚区，即以张家

口、承德市为重点的坝上草原牧区，以石家庄、唐山、保定市为

重点的山前平原农牧结合区，以邢台、衡水、沧州市为重点的黑

龙港流域农草牧结合区，其他市也要因地制宜加快集聚发展步伐。

按照规模化养殖、标准化生产、信息化管理的要求，提升奶牛养

殖集聚区标准化、智能化养殖水平。到 2022 年，三大奶牛养殖

集聚区生鲜乳产量达到 556 万吨，占全省 90%以上。省级对存栏

300 头、500 头及 1000 头以上的奶牛场购置信息化设备、应用

软件及相关设施建设分别给予不超过 30 万元、50 万元和 300 万

元一次性补助。到 2022 年，全省规模养殖场全部实行智能化管

理，实现与国际先进奶牛养殖方式并轨。（责任单位：省农业农

村厅） 

（二）大力发展农户适度规模养殖。积极发展奶牛家庭牧场，

培育适度规模奶牛养殖主体，加快确立奶农规模化养殖的基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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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到 2022 年，奶牛家庭牧场存栏比例达到 50%以上。着眼

稳定奶农收入预期，推广“奶农＋合作社＋公司”的奶业发展模

式，对符合质量标准的生鲜乳要应收尽收，调动奶牛家庭牧场发

展积极性。依托奶牛家庭牧场，培育一批奶农合作组织，完善乳

品企业与合作社利益联结机制，推动产加销一体化。引导乳品企

业与奶牛养殖场签订 3 年以上长期购销合同，实行相互参股、二

次分红、溢价收购。开展生鲜乳收购价格协调和第三方检测，建

立生鲜乳价格大幅波动政府备案制度，依法查处公布存在不履行

生鲜乳购销合同以及强推强卖饲料、兽药、养殖设备等行为的乳

品企业，保护奶农合法权益。利用国家资金支持奶牛家庭牧场升

级改造，每场补助 30 万元。（牵头部门：省农业农村厅） 

（三）配套发展饲草饲料产业。按照每头成年奶牛 3 亩地标

准，因地制宜发展一批优质专用饲草基地。坝上地区重点扩大优

质牧草种植面积，科学编制草原牧区恢复规划，建设国家草原公

园和牧场，大力推进退耕还草，到 2022 年达到 78 万亩，占全省

50%以上。山前平原区重点发展全株饲用玉米，奶牛养殖大县整

县推进“粮改饲”，到 2022 年达到 125 万亩，占全省 50%。黑

龙港流域重点发展优质苜蓿，开展轮作休耕，到 2022 年达到 25

万亩，占全省 50%。支持引进牧草种植、收割、加工设备，建设



 - 4 - 

集约化人工草地示范基地。选择一批重点奶牛饲料企业，加大扶

持培育力度，做大做强做优饲料产业。落实国家“粮改饲”政策，

对全株玉米、苜蓿等收贮每吨补助 60 元，国家“粮改饲”项目以

外的，由市县参照国家标准进行补贴。苜蓿种植在国家每亩补助

600 元基础上，省级再补助 400 元。其他优质牧草种植由市县参

照国家苜蓿补助标准执行。将牧草加工机械纳入农机具补贴范围。

到 2022 年，全省优质牧草达到 150 万亩（其中优质苜蓿 50 万

亩），全株青贮玉米达到 250 万亩。（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

省林业和草原局） 

（四）加强奶牛良种繁育。引进品种优良的顶级种公牛胚胎、

冻精，到 2022 年，自主培育优秀种公牛 40 头，进入世界先进行

列。加快扩充优质泌乳牛数量，4 年外购 10 万头；推广使用高产

奶牛胚胎和性控冻精，7 年繁育优质后备母牛 46 万头。推广生产

性能测定技术，引进世界一流设备，配齐配强技术力量，不断扩

大测定覆盖面。省级对进口种用胚胎每枚补助 1.5 万元、种用冻

精每支补助 300 元、使用雌性胚胎开展胚胎移植每枚补助 2000

元、性控冻精每支补贴 150 元、奶牛生产性能测定中心购置测定

设备每套补助 500 万元。奶牛场参加生产性能测定，每头奶牛补

助 70 元。利用国家资金，对省外购买奶牛按照基准利率进行全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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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息和 50%担保费补助。到 2022 年，建立 200 个单产 10 吨以

上的高产奶牛核心群。（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石家庄海关） 

（五）强化奶牛疫病防控。落实政府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

任、企业主体责任。奶牛养殖场要严格执行防疫制度，完善疫病

防控设施。加强奶牛布病和结核病防控，每年开展一次全面监测，

依法扑杀淘汰阳性奶牛。强化奶牛口蹄疫免疫、疫病监测和净化、

养殖场环境消毒等措施，实现奶牛养殖场口蹄疫稳定控制。严格

限制奶牛从疫病高风险区向低风险区移动，严格实施调运审批和

隔离观察制度，防止疫情传入，奶牛疫病发生率保持全国最低水

平。（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 

三、做大做强乳制品加工龙头企业 

（六）培育引进大型乳品企业。瞄准国际奶业 20 强和国内

奶业 20 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一批大型乳品加工企业，增

强奶业核心竞争力。支持骨干龙头企业兼并重组、新建、扩建，

引进国际先进加工设备和加工工艺，扩大优势产品生产能力，建

设世界一流乳品加工基地。每个奶牛养殖集聚区引进培育 1～2 家

国内外知名龙头企业，组建 2 个以上奶业产业化联合体。以石家

庄、张家口、邢台市为重点，在三大奶牛养殖集聚区分别建设 1

个技术、设备、产品高端的现代奶业产业园。支持乳品企业建设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53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