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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市人民政府文件
新密政文〔2017〕36号

新密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新密市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治理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各有关

单位：

现将《新密市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7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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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市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治理工作

实施方案

为防治畜禽养殖污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保障群众身体健

康，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

治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河南省碧水工程行

动计划》（豫政〔2015〕86号）和《郑州市碧水工程行动计划》

（郑政办文〔2016〕37 号）的有关精神，按照《新密市畜禽禁

养区限养区划定调整工作方案》（新密政办〔2016〕45 号）和

《新密市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工作方案》（新密办

〔2017〕7号）有关要求，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2017 年，分类实施畜禽养殖场（户）关闭、搬迁、粪污处

理利用设施改造规范提升、污染综合治理，逐步调整优化我市畜

禽养殖业结构和空间布局。推进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畜禽养殖场

（户）粪便综合利用率≥95%。

1．对禁养区养殖场（户）实施关闭搬迁，严格按照《新密

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养殖场（户）关闭搬迁专项实施方案》（新密

政文〔2017〕32号）执行。

2．对禁养区没有关闭搬迁的羊场和限养区、适养区的所有

畜禽养殖场（户），全部实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设施改造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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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确保正常使用，达到防渗、防漏、防溢，不乱堆乱放，最终实

现畜禽粪污有效综合利用、无污染、零排放，周围环境卫生干净

整洁。

3．限养区内不得新建、扩建畜禽养殖场。现有的畜禽养殖

场（户）必须加强污染治理设施改造，确保畜禽粪便、污水实现

资源化利用。

4．适养区内养殖场（户）要适当整合，规范畜禽养殖环境

管理，现有畜禽养殖场（户）应当根据养殖规模和污染防治需要，

建设相应的畜禽粪污贮存、处理设施，并正常投入运行。散养密

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5．对未落实养殖废弃物消纳场所，或污染严重、不愿改造

治理，或治理后仍达不到标准要求的畜禽养殖场（户），将依法

予以关闭。

二、治理原则

1．属地管理原则。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是畜禽养殖污

染治理的第一责任主体，负责督促辖区内畜禽养殖场（户）依法

履行污染防治责任，组织实施辖区内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治理工

作。

2．“谁污染、谁治理”原则。畜禽养殖业主是畜禽养殖污

染治理的责任主体，承担养殖污染综合治理主体责任。

3．治理与预防相结合原则。建立畜禽养殖环境准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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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畜禽养殖业发展，确保全市畜禽养殖总体规模控制在现有水

平以内，只减不增。

4．因地制宜原则。根据各畜禽养殖场(户)养殖规模和粪污

处理现状，选择合理、有效的污染治理方式实施专项治理。

三、治理措施

1．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要督促畜

禽养殖场（户）对畜禽养殖设施、设备、工艺进行升级改造，市

畜牧局、市环保局做好跟踪指导服务。根据养殖规模建设相应的

畜禽粪便、污水与雨水分流设施、贮存设施，粪污厌氧消化和堆

沤，污水和畜禽尸体处理等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设施。粪污进

贮粪场后要用塑料薄膜或塑料棚布进行覆盖，减少气味散发和蚊

蝇滋生。有条件的养殖场（户）要购置清粪车，及时清运粪便，

不乱堆乱放，保持周围环境干净整洁。要加强治污设施的日常运

行维护管理，最大限度地实现废弃物综合利用，禁止污染物排放。

2．促进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以就地消纳、能量循环、综合

利用为主线，采取“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分步实施”

的方式，合理调整优化畜禽养殖结构、空间布局和发展规模，强

化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等种养结合政策宣传引导，培养养

殖场户合作意识,建立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有效治理模式。鼓励

种植大户或土地流转大户与周边畜禽养殖场（户）签订粪污收贮

协议，督促引导养殖场（户）与种植户签订畜禽养殖粪污土地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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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协议，落实废弃物消纳场所,协助养殖、种植业主建立粪肥订

单消纳利益共同体，因地制宜推广“畜肥果”“畜肥菜”等资源

化利用技术,不断创新推广多种形式的种养结合模式。各乡镇政

府、街道办事处要根据辖区内的畜禽养殖规模、养殖废弃物产生

量、农田分布及农肥需求情况，统筹选定 2—3个畜禽粪污集中

资源化利用示范点，采取堆积发酵或生产有机肥等方式推进粪污

还田利用，实现有效的种养结合，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推进畜禽

粪污综合利用的组织化和市场化运作。

3．规范提升畜禽养殖环境管理。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应依法在本辖区适养区内规划畜禽养殖小区，鼓励养殖场（户）

建设规模化、标准化养殖场，引导养殖企业发展生态型、健康型

和资源综合利用型的畜禽养殖。凡新建、扩建、改建畜禽养殖场

的，选址应符合总体规划要求，经当地村（居）民委员会和乡镇

政府审核同意后，按相关规定办理养殖用地手续，进行环境影响

评价，并报市畜牧部门备案，接受市环保、畜牧部门的日常监管

和技术指导。

4．建立协查责任机制。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完善管

理制度，建立乡镇、街道办事处、村（居）委会、组干部分包，

各村级防疫员包户协查机制。村级防疫员作为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协查员，要加强日常检查督办，对辖区内养殖场（户）畜禽存栏、

粪污综合利用设施建设运行、畜禽粪污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和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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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户）卫生状况等基本情况开展调查统计，掌握辖区内新建、

扩建、改建养殖场（户）情况并及时巡查上报。对不认真履行职

责，巡查不力，被督查组发现或群众举报，协查辖区内出现畜禽

养殖场（户）有粪污偷排、未按规定处理；场区及周围环境卫生

差；禁养限养区有新建、扩建、改建养殖场（户）；或工作不力

出现其他问题的，每次扣发协查员工资 500元，直至扣完。

5．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完善管

理制度，责任到人，包场到户，加强日常检查督办。市环保局对

养殖场（户）的排污情况做到日常监管，确保各养殖场（户）已

建成污染防治设施正常稳定运行，提高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加

强对关停畜禽养殖场（户）的巡回监督检查防止反弹。其他相关

部门要对新建、扩建、改建的畜禽养殖项目严格把关，确保项目

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用地、防疫等相关审批手续齐全。市政府将

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治理工作纳入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各相

关部门年度考核体系，对工作落实不力、进展迟缓、治理不到位

的单位，严格实施问责追究。

四、实施步骤

我市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治理工作从 2017年 3月份开始，到

2017年 8月底结束，分为五个阶段组织实施。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7年 3月 25日—4月 10日）

市政府成立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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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畜牧局，负责全市畜禽养殖污染综合

治理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要成

立以行政一把手为负责人的工作专班，召开动员大会，制定本辖

区专项实施方案，部署相关工作。

牵头单位：市畜牧局

责任单位：市环保局，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尖山风景

区管委

（二）调查摸底阶段（2017年 4月 11日—5月 11日）

3 月 31 日前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开展对辖区内所有畜禽养

殖场（户）基本情况的调查摸底，逐场（户）核实污染防治设施

的建设及运行情况，针对养殖规模列出每个养殖场（户）的粪污

利用设施建设内容，逐养殖场（户）排出完成治理任务的时间节

点，确定分包责任人，建立工作台账，报送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牵头单位：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尖山风景区管委

责任单位：市畜牧局、市环保局

（三）集中治理阶段（2017年 5月 12日—6月 30日）

4月底前，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要针对每个养殖场（户）

制定具体的治理内容、治理要求、完成时限和责任人，并将治理

方案报市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5月

31日前，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要严格按照审核通过的治理

方案，组织实施综合治理工作，确保圆满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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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尖山风景区管委

责任单位：市畜牧局、市环保局、市国土局、市规划局、市

公安局、市电业局、市执法局、市信访局

（四）组织验收阶段（2017年 7月 1日—7月 31日）

由市督查考评办和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对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治理工作进行检查验收，对未完

成治理工作任务的，督促限期整改，确保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牵头单位：市畜牧局

责任单位：市督查考评办、市环保局、市国土局，各乡镇政

府、街道办事处、尖山风景区管委

（五）治理回头看阶段（2017年 8月 1日—8月 31日）

检查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长效机制建立情况，对完成治

理工作或已停产的养殖场（户）逐场（户）巡查回访，按照发展

环境友好型畜牧业的要求开展指导服务，查看污染防治设施运行

情况、排污情况、场区环境是否干净整洁，查看停产养殖场（户）

是否有反弹。发现隐患和问题及时处理。

牵头单位：市畜牧局

责任单位：市督查考评办、市环保局、市国土局，各乡镇政

府、街道办事处、尖山风景区管委

五、工作要求

1．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切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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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主体责任，明确养殖污染综合治理工作的责任领导、责任人。

建立乡镇、村组干部和村级防疫员分包制度，督促指导辖区内所

有畜禽养殖场（户）建设养殖废弃物处理利用设施，并确保正常

运转。建立工作台账和协查机制，严防死守，确保综合治理工作

落到实处。

2．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利用各种媒

体，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

教育，切实提高养殖业主污染防治的环保意识和遵纪守法的自觉

性，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污染治理的积极性，为畜禽养殖污染

专项治理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3．加强分工协作。市畜牧部门要切实发挥行业主管部门的

作用，加强培训宣传，指导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养殖污

染综合治理，实现废弃物综合利用、无害化处理，配合市环保部

门处理畜禽养殖污染违法案件。市环保部门要全面加强畜禽养殖

业的日常环境监管，加大对畜禽养殖场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力

度。市国土、规划、林业、水务、执法、公安等相关部门要根据

各自职责，配合做好畜禽养殖业污染综合治理相关工作。

4．建立例会汇报制度。实行周汇报、月推进制度，各相关

部门每周五 17点前将本周工作开展情况以书面形式和电子版形

式报至市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小组

办公室每周一将上周进度通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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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部门。

5．严格责任追究。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相关部门要

严格落实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治理责任，对未按时报送相关资料、

隐瞒不报或少报辖区内畜禽养殖场（户）的，违规新建养殖场（户）

或拆除后死灰复燃的养殖场一个月内未制止、未报告的，治理工

作不力或在治理过程中监管不到位的乡镇和部门相关责任人，将

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

附件：1．畜禽养殖场（户）基本情况调查表

2．畜禽养殖场粪污处理指导模式和设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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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畜禽养殖场（户）基本情况调查表

乡镇、街道办事处： 调查日期：

养殖场名称 负责人 畜种

地址
存栏

（头、只）

年出栏

（头、只）

污染防治

设施现状

□干粪储存场（池） m³

□沉淀池 m³

□储粪池 m³

□沼气池 m³

□排污管道 m³

□其他

需建设内容

□干粪储存场（池） m³

□沉淀池 m³

□储粪池 m³

□沼气池 m³

□排污管道 m

□其他

养殖场（户）业主签字：

调查人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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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畜禽养殖场粪污处理指导模式和设施要求

一、指导模式

为最大限度降低对环境的污染，根据养殖场（户）周边消纳

粪污土地面积、区域环境要求等因素，可采用下列推荐模式进行

粪污处理与利用。

（一）猪场粪污处理指导模式和设施要求

1．采用干清粪方式，粪便和污水/尿液分别在贮粪场和储存

池储存发酵后还田，无污水排放口外排污水。采用此模式要求养

殖场（户）有与养殖规模相适应的消纳土地（出栏生猪每 5头不

少于 1亩土地）。

2．采用干清粪方式，养殖场（户）建设堆肥场、沼气池等

治污设施，粪便生产有机肥或制沼气，沼渣、沼液还田。污水/

尿液经处理后还田，无污水排放口进行外排。采用此模式要求养

殖场（户）有与养殖规模相适应的消纳土地（出栏生猪每 10头

不少于 1亩土地），且治污设施（堆肥场或沼气池、污水/尿液

处理设施）应满足养殖场规模需求。

3．粪便、污水储存池容积应达到容量：采用干清粪方式的

养殖场，污水贮存池体积按年总出栏头数×0.5立方米配套。其他

方式按年总出栏头数×1立方米配套。粪便存储设施按年总出栏

头数×0.3立方米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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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奶（肉）牛场粪污处理指导模式和设施要求

1．采用干清粪方式，粪便和污水/尿液分别在贮粪场和沉淀

池储存发酵后还田，无污水排放口外排。采用此模式要求养殖场

（户）有与养殖规模相适应的消纳土地（每存栏 1头奶牛所需土

地不少于 1亩，每出栏 1头肉牛所需土地不少于 2亩。若肉牛饲

养周期为 6个月，所需土地面积可乘以折算系数 0.7）。

2．采用干清粪方式，养殖场（户）建设堆肥场、沼气池等

治污设施，粪便生产有机肥或制沼气，沼渣、沼液还田。污水/

尿液经处理后还田，无污水排放口进行外排。采用此模式要求养

殖场（户）有与养殖规模相适应的消纳土地（每存栏 2头奶牛所

需土地不少于 1亩，每出栏 1头肉牛所需土地不少于 1亩。若肉

牛饲养周期为 6个月，所需土地面积可乘以折算系数 0.7），且

治污设施（堆肥场或沼气池、污水/尿液处理设施）应满足养殖

规模需求。

3．粪便、污水储存池容积应达到容量：每头奶牛，需配套

堆粪场或储粪池约 2立方米，所需尿液污水（含挤奶厅污水）储

存池体积不少于 10立方米。每出栏 1头肉牛，需配套堆粪场或

储粪池约 1立方米，尿液污水储存池体积不少于 3立方米。

（三）鸡场粪污处理指导模式和设施要求

1．建议蛋鸡养殖场（户）采用干清粪方式，大、中型场（户）

粪污可用于生产有机肥，小型场（户）粪污推荐采用自然堆肥后

还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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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肉鸡场（户）采用地面垫料平养时，建议垫料和粪污生

产有机肥；若为网上饲养或笼养，推荐采用干清粪方式，粪污生

产有机肥或自然堆肥后还田利用，无污水排放口外排。

3．粪便、污水储存池容积：蛋鸡存栏 500只（肉鸡出栏 2000

只）需配套堆粪场或储粪池约 2立方米，污水储存池体积不少于

5立方米。

（四）羊场粪污处理指导模式和设施要求

1．建议采用高床式养羊，高床式羊圈建设主要采用漏缝地

板，这种方式具有干燥、通风、粪便易于清除等优点，可以大大

减少羊疾病的发生。

2．高床式羊场污水收集系统一般由排尿沟、降口、地下排

出管和粪水池构成。高床式排污系统可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省人

力。粪便收集主要采取人工清粪方式，规模化程度高的养殖场采

取机械方式清粪。高床养羊场（户），通常每周清粪一次，收集

的羊粪进行集中堆积发酵处理，可施入草地或还田作为其他农作

物肥料；羊尿及污水也可采用沼气池进行处理。

（五）畜禽养殖专业户粪污处理指导模式和设施要求

对于畜禽养殖专业户，养殖规模相对较小，产生的粪污量较

少，按照种养平衡、土地消纳原则，推荐模式为采用干清粪方式，

建设 1—2立方米的粪便贮存场所，经自然堆肥后还田利用。也

可建与规模相符的小型沼气池，产生的沼气作燃料使用，沼渣、

沼液还田利用。鼓励按照养殖专业户的区域分布，建设区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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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污处理场、有机肥生产场，统一进行粪污收集和处理。

（六）适度放养模式

根据环境容量，利用林地、浅山丘陵等区域，发展与环境容

量相适宜的自然放牧模式。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生态养殖需要控制

载畜量,使林木能够完全消化畜禽粪污，以达到种、养平衡。

二、粪污处理设施的一般要求

1．养殖场（户）畜禽粪便贮存设施可采取半地下（储粪池）

或地上式（储粪场），根据场地大小、位置、土质条件，选择方

形、长方形等形式。粪便贮存设施应防雨、防渗、防漏、防外溢，

与村容镇貌相协调。须防止二次污染，蝇、蚊孳生季节，应定时

喷洒消毒及灭蚊蝇药物。

2．污水贮存设施建地下式，根据场地大小、位置和土质条

件，选择方形、长方形、圆形等形式，应防雨、防渗、防漏、防

外溢。

3．养殖场（户）需建设不同管道，分别收集、输送污水和

雨水，雨水可外排，污水输送入污水贮存池，实现雨污分流，减

少源头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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