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耒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畜禽规

模养殖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

经济开发区，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直有关单位：

    《关于进一步加强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意

见》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耒阳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31 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畜禽规模养殖污染

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

为进一步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推进畜禽养殖业健康

有序发展，根据 《湖南省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规定 》、

《衡阳市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办法 》的规定，结合我市

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规范畜禽养殖行为。 畜禽养殖场（小区）生产经

营要合法合规，必须要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营业执照、

设施用地、环评等证件。畜禽养殖场（小区）要建设饲养规

模相匹配的畜禽粪污消纳处理设施，因场制宜建立干粪棚、

异位发酵床、液态污染物贮存池、雨污分离沟、氧化塘、沼

气池、黑膜池或购买粪污运输车辆等。要推行先进生产工艺，

实行种养结合，粪污资源化、肥料化利用。未建设必要的畜

禽养殖污染防治设施和无害化处理设施、自建的设施不合格

的养殖场（小区）不得投入生产或使用。

二、落实防治主体责任。  养殖场（户）是畜禽粪污治

理的责任主体。要建设相应的粪污收集、贮存、处理设施，

并保障正常运行；或委托第三方处理，建设暂时贮存设施。

规模化养殖场要将养殖品种、粪污治理设备、粪污产生量以



及综合利用量等情况，定期报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备案。畜禽养殖场（小区）要完善管理制度，明确责任人，

建立养殖粪污处理台账。养殖粪污处理台账应当载明养殖粪

污产生、收集、处置和资源化利用情况，自行建设养殖粪污

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设施的，还应当载明设施运行、维

护情况，接受有关部门监督检查。

三、明确部门责任分工。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对畜

禽养殖污染防治进行统一监督管理，会同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编制本行政区域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管理和完善本行政

区域内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环保台账，加强畜禽养殖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管理，对畜禽养殖场、养殖小

区开展环境监管执法检查和查处其环境违法行为。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应当牵头编制本行政区域畜牧业发展规划，对畜禽

养殖污染防治进行技术指导与服务，统筹调度养殖场和第三

方粪污处理企业、种植企业之间供需平衡，积极推广应用有

机肥替代化肥工作，做好畜禽养殖备案登记管理和病死畜禽

无害化处理监管工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

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相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畜禽养

殖污染防治的日常监管，建立畜禽养殖品种、规模以及养殖

粪污处理和利用工作台账，协助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主管

部门做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组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定



期开展巡查，及时制止畜禽养殖污染环境、禁养区内复养等

行为。统筹和调度本辖区内养殖场与种植企业及第三方粪污

处理公司对接，开展技术指导和服务，做好有机肥替代化肥

工作，将腐熟或经第三方处理后的畜禽粪水肥引到山、田、

土中消纳，将畜禽粪污变废为宝，实现养殖业与种植业最后

一公里的无缝衔接。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生态环境或

者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开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和宣传教育，发

现畜禽养殖污染环境的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并向当地生态环

境或者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报告。

四、完善环境评价机制。  新建、改建和扩建畜禽养殖

场（小区）应当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并符合下列要求： 1.符

合畜牧业发展规划以及畜禽污染防治规划； 2.符合动物

卫生防疫条件相关规定，具备与养殖规模相适应的生产场所、

生产设施和正常运行的污染防治配套设施； 3.向农业农

村主管部门进行养殖备案，取得畜禽标识代码； 4.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依据环境

影响评价要求以及养殖规模和污染防治需要，自行建设养殖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设施，或者委托他人代为处

置畜禽养殖粪污。环境影响评价要求建设的粪污收集、贮存、

处理、利用等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设施，应当

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未按要求

建设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设施或者自行建设的



配套设施不合格的，畜禽养殖场（小区）不得投入生产和使

用。畜禽养殖场（小区）委托他人代为处置畜禽养殖粪污的，

承接单位应当具备符合污染物排放要求的处理设施和能力，

建立畜禽养殖粪污交接和处理台账，并如实登记养殖粪污处

理情况。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确保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和无害化处理设施正常运行。  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

确保按照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进行排放。按照国家排

污许可制度需要申请排污许可证的，应当向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申领排污许可证。

 五、健全无害处理体系。 组织建立区域性染疫畜禽及

其排泄物、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畜禽尸体废弃物无害化处理

体系。染疫畜禽及其排泄物，染疫畜禽产品，病死或者死因

不明禽畜尸体及其他经检疫不合格的畜禽、畜禽产品，应当

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深埋、化制、焚烧或者交由无害化处理

（收集）场所集中处理，严禁随意处置。

六、切实加强执法检查。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乡镇街

道要加强畜禽养殖场（小区）环境统计工作，建立资源共享

联系渠道。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畜禽养殖场的现场监

管，严查违规养殖和环境违法行为，及时指出影响居民生产

生活的环境问题，要求其限期进行整改，督促其整改落实到

位，并持续进行跟踪检查，杜绝问题反弹。乡镇街道要及时

将新建和关停企业情况纳入环境统计，保证畜禽养殖场（小



区）全部纳入统计范围并列入日常环境监管。要将畜禽养殖

场（小区）执法检查列入环境执法工作计划，强化对畜禽养

殖场（小区）的监督检查。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要适时组织开展联合专项环境执法检查，依法查处

畜禽养殖场（小区）的各种环境违法行为，对违法排污及存

在严重环境隐患的畜禽养殖场（小区），实施挂牌督办，根

据实际情况予以关闭或限期整改。

七、建立投入激励机制。 坚持谁污染谁治理，谁治理

谁受益的原则，对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治理积极性高

的养殖户，优先考虑治污项目申报，积极争取上级相关项目

资金，充分利用国家的专项治污资金、节能减排项目资金、

农业结构调整资金、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项目资金等，优先

安排用于畜禽污染防治工程建设。加强对第三方处理企业服

务力度，保障第三方企业合理收益，对第三方公司运营实行

补贴，激发企业的内在发展动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重点支

持明升新能源有限公司日处理 1000 吨有机废弃物处理项

目建设，支持小水粪水肥收集处理中心和生物有机肥加工厂

正常运营。

八、建立考核惩戒制度。 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列

入对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生态环境实绩考核的重要

内容，强化管理责任，建立督办机制，严格实施奖惩。对畜



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不重视、不认真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果

的，要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本实施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