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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畜牧业现代化、集约化程度愈来愈高，畜禽的粪污若不能被有效地资源化利用，畜牧业就变成了一个不

可忽视的污染源。我们应充分认识畜牧业发展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增强生态发展的紧迫感；深刻理解《畜禽规模养殖污

染防治条例》的要求及给畜禽养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加快行动，借鉴江夏模式，全力做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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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生态发展，提高畜牧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

力，抓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是我们今年的工作重

点之一。为此，根据湖北省畜牧兽医局 2015年工作

要点安排，今天，我们召开全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工作现场会，旨在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学习交

流先进经验和做法，全力推进这一工作的落实。上

午我们实地参观了中粮山坡生猪养殖场，农牧结合

出效益、粪污利用零排放的循环模式现场，刚才中

粮山坡养猪场、江夏区环保局和江夏区畜牧兽医局

又做了经验介绍，与会同志都很受启发，也开阔了

思路，找到了方法，提高了认识，感觉到受益匪浅、

收获很大，增强了做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信心。

1 充分认识畜牧业发展中的生态环
境问题，增强生态发展的紧迫感

湖北省是畜牧大省，生猪和禽蛋的生产量都在全

国占有重要份额，也是全国重要的畜产品生产和加工

基地，为保障畜产品市场供应，维护国家食物安全做出

了积极贡献。但随着畜牧业现代化、集约化程度愈来愈

高，饲养密度和饲养量不断增加，畜禽饲养及活体加工

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排泄物和废弃物，对人类、其它生

物、自然界以及畜禽自身生活环境的污染显得愈来愈

突出。我们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畜禽的粪污如不

切实做到有效地资源化利用，从环境保护角度，畜牧业

就变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污染源。因为，经科学测算，1

个万头猪场的日排泄粪污达 100~150 t，全省畜禽粪污

总量 1年约 8 000万 ~10 000 万 t。畜禽粪污能否得到

有效利用，如何发展规模化生态养殖，处理好生态环境

的有效保护与促进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是摆在

畜牧管理部门和畜牧生产者面前的一个非常紧迫而又

重要的课题。其重要性我们可以从 3个方面来认识。

1.1 做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促进畜牧业生

态发展是落实中央战略决策的政治任务

2015年 4月 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

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将生态建设的绿

色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齐驾

并驱，要求“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利用，加大自然生态系

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

碳发展，弘扬生态文化，倡导绿色生活，加快建设美丽

中国，使春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实现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并明确提出要“加强农业资源污染防

治，加大种养业特别是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力

度，科学施用化肥、农药，推广节能型环保炉灶，净化

农产品产地和农村居民生活环境。”中央决策既出，我

们责无旁贷地必须落实，中央把生态建设、环境保护

提到如此的高度，可见此项工作的重要性、意义非同

一般。因此，我们必须提高畜牧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

展的思想认识，这项工作不是你愿不愿意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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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做的问题，而是必须做、必须做好。因为这不仅

是涉及经济问题，而是政治所必须。畜禽粪污资源利

用不好，不仅是关场闭户经济损失的事，而是直接涉

及到政治追责。所以我们必须在畜牧生产发展中强化

生态意识和环保意识，提高建设生态环保畜牧业的自

觉性、学会用动物生态营养学的理论指导畜牧生产，

使广大畜牧从业人员真正认识到发展生态畜牧业对

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环境、保证菜篮子安全，实现

畜牧业与自然和谐共处、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作用。必须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努力营造建设

生态畜牧的良好氛围，着力提高畜牧业主体的环保意

识和生态理念，充分发挥畜牧业主体在农业资源配置

中的作用，推进生态循环畜牧业的发展。

1.2 做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促进畜牧业生

态发展是畜牧产业发展的法定责任

大力发展畜禽养殖业一直是畜牧部门的目标，

各级畜牧部门一直将畜牧业发展作为农村产业结构

调整、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重要内容加以推行，

但由于环境保护不是核心职能，过去我们并没有把生

态环境作为我们的工作重点，环保部门也一直是主要

治理城市生活和工业污染问题，对畜牧业生产企业没

有严格推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也使我们

步入了先发展后治理的误区。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

全国人大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国务院《畜禽规模

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简称“水十条”）、《湖北省畜牧条例》这些法律规章的

出台，使我们的畜牧业发展更进一步走上了“有法可

依”的法制化轨道，也同时告诉我们畜牧业发展也必

须“有法必依”，环保部门也必然会“执法必严”，从畜

禽粪污资源利用上说，法规规定要建立与环境承载能

力相当的绿色发展模式；要建立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

体系；要建立环境信息合并和公众参与机制，这些措

施都迫使你必须从守法、遵法的角度去履行你的义

务。否则，你付出的违法成本既有经济损失成本，还有

法律责任成本，代价是惨痛的。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我

们的畜牧生产发展必须强化法制意识，将生态环保理

念贯穿于养殖企业发展规划、项目建设、生产与经营

的每一个环节中，算好生态环境经济账。而不要以身

试法，违法违规，受到法规的惩处。

1.3 做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促进畜牧业生

态发展是社会的外在要求、产业的内在需要

现代农业的发展必定是循环发展，现代畜牧业

的发展必须是在循环农业发展中的生态畜牧发展，

什么是循环农业？循环农业，是指农作系统中推进各

种农业资源往多层与高效流动的活动，以此实现节

能减排与增收的目的，促进现代农业和农村的可持

续发展。通俗地讲，循环农业就是运用物质循环再生

原理和物质多层次利用技术，实现少废弃物的生产

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农业生产方式。具体地说，所

谓循环农业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

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

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的农业发展模式，这

是一种符合经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模式。这种模式，

相对于我们现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

畜牧业增长模式，是一个必须进行根本性变革的新

模式。什么是生态畜牧业？生态畜牧业就是根治畜牧

业污染，建立良好的畜牧生态环境体系，实现畜牧生

产中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资源

利用和保护的一致，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以此

来看现实，现实状况是畜禽养殖业在丰富人们餐桌、

带来农民增收的同时，其产生的大量粪污，如不资源

化利用，就直接严重威胁到环境安全，导致水质下

降，空气质量下降，畜产品安全及人类健康没有保

障，对此，社会颇有微词，有的地方，一提起畜禽养殖

因为粪污问题，似乎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加之现

在多级政府环境总量减排任务考核的压力增大，有

的地方政府已因此而出现对畜牧业发展冷眼相待的

情况。我们必须看到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不好，已成

了我们畜牧产业发展的瓶颈，是必须跨过去的坎，也

是必须破解的难题。试想，因畜禽粪污问题导致多数

人反对的事，你还能前进吗？因为畜禽粪污问题地方

党委、政府伤透了脑筋，他还有信心支持你吗？一个

政府不支持、社会不接纳的产业，你还有发展的空间

吗？你还能生存吗？所以，我们必须从思想上高度重

视，行动上付诸实施，解决好畜禽养殖量与环境容量

的相适应问题；解决好畜禽饲养排泄物与土地种植

消纳循环利用问题；解决好畜禽养殖粪污利用设施

与养殖规模的匹配问题；解决好粪污利用全程纳入

养殖场全程管理不脱节问题；解决好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资金投入与现代畜牧业发展不相适应问题。

只有解决了这些畜牧业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

问题，我们的畜牧产业才有发展的基础、提升的空

间，也才会提高畜牧产业的社会依存度，也才会得到

党委、政府的高度关心和支持，也才能实现发展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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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的目标。

2 深刻理解《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

条例》的要求及给畜禽养殖带来的挑

战和机遇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自 2014年 1月

1日起就正式施行了，这是我们畜禽养殖业重要的

法规文件，其颁布和施行，给我们畜禽规模养殖产

业带来了重大影响，我们业内人士必须高度重视，

认真理解掌握，并依法遵守执行。对此，我们必须清

楚以下几个问题。

2.1 畜禽养殖业进入门槛越来越高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重视了畜禽养

殖业的整体规划和养殖污染源的管控，规定了做好

环境保护的基本条件。“养殖场和养殖小区要建设

相应的畜禽粪便污水与雨水分流设施，畜禽粪便污

水贮存设施，粪污厌氧消化和堆沤有机肥加工制取

沼气，沼渣沼液分离和输送、污水处理、畜禽尸体处

理等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设施，并确保其正常运

行。”这样规定意味着大量的资金投入，才能完成升

级改造。而对想加入畜禽养殖业的人来说，更是一

个极大的挑战，再不能想养畜禽，买来饲料，建个栏

圈，搭个台子就开张了。

2.2 畜禽养殖管理要求越来越严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对畜禽养殖粪

污的综合利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也有了严格的管

理规范，形成了畜禽养殖和产品生产的新常态，我

们必须主动适应。做到畜禽生产既要注重量的生

产，更要保证质的提升；既要注重产品的生产环节，

又要保证生态环境的保护；既要注重产品本身的提

质增效，更要着力于资源的循环利用，主动服从管

理，加强自身管理，增加管理链条，扩充管理内容。

也只有加快畜禽养殖转型升级，推进畜禽养殖的标

准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加快规模化养殖的配套设

施建设，提高畜禽养殖和粪污利用的能力及水平，

才能实现新常态下的新发展。

2.3 畜禽养殖成本越来越高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的出台，加之今

年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条”）的

颁布，今后的畜禽养殖成本已经不仅仅是生产环节

的成本了。随着排污和粪便资源化利用等配套设施

的要求越来越高，总成本必然会相应增加，畜禽产品

的价格形成除由生产和流通成本构成外，还将包括

排污和资源化利用等方面。我们必须通过提高资源

利用率，降低畜禽产品生产成本，通过科技创新和产

业多元化，确保畜禽产品供应。通过政策干预，加大

补贴力度，使消费者利益不受太大影响，养殖企业不

因粪污的资源化利用而背上成本包袱。

2.4 政府对畜禽养殖业粪污资源化利用的支持会

越来越强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毕竟是一部重在

改善民生的法律法规。制定这部法律法规的根本出

发点是规范引导保障畜禽规模养殖产业可持续健康

发展，让畜禽养殖产业走规范化、生态化、循环化的

道路，在履行环保义务的同时，促进产业做大做强。

对于养殖污染物和废弃物的处理措施，《畜禽规模养

殖污染防治条例》给出的基本指导思想是重在综合

利用。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在对畜禽养殖业进行规

范性限制的同时，也必然会给新兴规模养殖产业及

废弃物利用产业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比如，《畜禽

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建设和改

造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设施，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申请

包括污染治理贷款贴息补助在内的环境保护等相关

资金支持。第四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该采取有效

措施，加大资金投入，扶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以及畜

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据此，环保部门有总量减排

奖补资金和治污项目资金支持。今年，我们也有望在

农业部争取到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专项资金。

2.5 社会对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目前的农业生产中，对化肥施用的过度依赖导

致土壤板结、酸化、地力下降以及水体污染等严重

问题。今年农业部提出了化肥使用量和农药使用量

要“零增长”的目标要求。因此，社会呼唤我们要加

大力度，加快速度合理利用粪污资源，使种植业与

畜禽养殖业有机结合，形成优势互补和良性循环的

有机体，变废为宝，发挥其经济和社会效益。我们做

过测算，全省畜禽粪便折成化肥总纯量，相当于全

省化肥施用总纯量的 40%。就是说，我们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好了，可以使全省的化肥施用量总体下

降 40%。2013年，全省化肥施用量是 352万 t。这是

怎样的一笔经济账，大家可以去算。而且畜禽粪便

中不仅是氮磷钾，还含有丰富的硫、钙、镁、锌、硼、

钼、铜和铁等中、微量元素，以及木质素、纤维素、蛋

白质、糖、脂肪、氨基酸、腐殖酸、维生素等各种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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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机养分，俗称“完全肥料”。有机农业、有机粮

食、有机水果、有机蔬菜，离开了有机肥料，还能是

真的有机吗？土壤养分→植物吸收转化为粮食及副

产品→作为饲料喂养畜禽→畜禽排泄为粪便→发

酵无害化处理变成肥料→最后又归还到土壤，这是

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循环圈，期待我们早日

画圆。国务院将在今年年内或明年颁布《土壤环境

保护和污染治理行动计划》，称之为“土十条”。其

中，因化肥、农药过量投入造成土壤酸化板结也是

重要治理内容。而治理酸化板结的最好办法就是有

机肥还田，改善地力结构，提高土地肥力。

3 加快行动，借鉴江夏模式，全力做

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

按照“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的原则，采用过

程控制与末端治理相结合的方式，应用“就地结合，

就地利用”的“零排放”方式，实现畜禽排泄物全部

资源化利用，促进畜牧业与种植业、农村生态建设

协调发展就是我们今天推崇的江夏模式。各地和各

畜禽养殖企业要会后迅速行动，将此模式变成全省

的通用模式，并力争早日见效。

3.1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主动作为，争取党委政府

重视，争取环保部门支持

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除了是我们行

业发展所必须破解的难题外，也是农村清洁工程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宜居城市、宜居乡村和环境友

好型社会的良心工程。认识高低在于行动快慢，我们

要不等不靠不拖，积极行动，主动向党委政府汇报，

并付诸行动，以实际效果取得当地党委政府和环保

部门的认可和重视，使党委政府和环保部门将此项

工作纳入到新农村建设、环境整治的大工程中，协调

支持，多方投入，整合力量，全力推进，早见成效。

3.2 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分类分步实施，夯实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的工作基础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基础性工作很多，除了

必须具备坚实的思想工作基础，良好的法治环境之

外，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尤为重要。要结合当地的环

境容量，包括土地的消纳能力，空气、水源等负荷限

度，综合考量已经和将要形成的畜禽养殖总量，结

合禁养区、限养区的划定，按照规模养殖的大小，本

着先易后难，先急后缓，先大后小的原则，提出切实

可行的、分期分批的工作方案，具体制定近、远期计

划达到的阶段性目标和最终目标，做到有章有序地

整体推进。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在科学规划和

布局中，鉴于畜禽养殖粪污量大的特点，从减量上

做文章，如改进饲料结构，控制饲养用水等，尽量减

少粪污产生总量，从而降低处理和利用难度，也是

非常重要的。

3.3 明确标准，注重实效，认真抓好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的硬件建设

硬件不硬，标准不高，应付检查，监管缺位，是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的一大软肋。我们抓好这

项工作，必须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去

执行，畜禽养殖圈舍，干清粪堆放场，雨污分离，沼

液贮存池，沼液输运管道等硬件设施的建筑方位、

建筑规格、建筑构造和各种设施运行管理都要立足

高起点、高要求、高标准。建设之后能用得好，用出

效果，而不是做样子，做摆设。当然，在工作推进过

程中，也还存在一些诸如需要做好群众接受认可等

细致思想工作，推进工作中也还会有一些认识不统

一的思想障碍等问题，这些，一方面要克难攻坚，解

决问题，保证效果。另一方面也要落实效果，让人们

接受，让人们看到“双赢”的结果而化解思想上的疑

虑，从而，更进一步地支持和参与到这项工作之中。

3.4 密切协同，共同努力，抓好抓实抓出成效

做好这项工作，需要上下协同，需要环保部门

和畜牧部门协同，需要畜牧养殖业主与畜牧、环保

部门的协同，我们出发点是一致的，落脚点也是一

致的，在推进工作过程中需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畜牧养殖企业要切实履行具体责任，按照“谁污染，

谁治理”，“谁保护，谁受益”，“谁利用，谁受益”的原

则，舍得投入，尽心去做。畜牧、环保部门加大技术

指导和监管督办力度，并力求最大能量地给予政策

项目资金支持，省和地方畜牧、环保部门，本着目标

同向，工作同心，加强配合，尽力支持，共同协力帮

助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问题，齐心协力把这项工作做

到全国有影响，群众有好评，党委政府有肯定。

畜牧生产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并不矛盾，只要

措施得当，科学谋划，就能做到既使畜牧粪污得到

合理利用，做到“无污染，零排放”，又能提升畜牧发

展空间，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畜牧业生产与生

态环境保护协同并进。

（本文为作者在 2015年全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工作现场会的讲话。）

行业论坛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