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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划》编制背景

1.1规划背景

2013年 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43号发布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

于 2014 年 1 月起施行。《条例》是我国在国家层面制定实

施的第一部农业农村环境保护行政法规，提出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方向，从预防、综合利用与治理、激励措施和法律责

任四个方面作出要求和规定。其中，第十条要求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农牧主管部门编制畜禽养殖

污染防治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批准实

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应当与畜牧业发展规划相衔接，

统筹考虑畜禽养殖生产布局，明确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目标、

任务、重点区域，明确污染治理重点设施建设，以及废弃物

综合利用等污染防治措施。

2016年 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

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要

坚持保供给与保环境并重，坚持政府支持、企业主体、市场

化运作的方针，坚持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利用的治理

路径，以畜牧大县和规模养殖场为重点，以农用有机肥和农

村能源为主要利用方向，健全制度体系，强化责任落实，完

善扶持政策，严格执法监管，加强科技支撑，强化装备保障，

全面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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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力支撑”。《意见》发布后，《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

测算技术指南》（农办牧〔2018〕1号）、《畜禽粪便无害

化处理技术规范》（GBT 36195-2018）等文件相继出台，畜

禽养殖污染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

2021年 10月，为指导各地科学开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规划编制工作，生态环境部会同农业农村部编制了《畜禽养

殖污染防治规划编制指南》，指导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会同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编制《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规划》），提高《规划》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可实施性。

2022年 3月，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印

发了《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转发生态环境

部办公厅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畜禽养殖

污染防治规划编制的通知》，要求各个市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层层压实责任、强化协调配合，加快推进各级规划编制工作，

各设县区应于 2023年底前完成规划编制和印发工作。当前，

融水苗族自治县畜禽养殖业仍存在养殖场布局不合理和粪

污消纳难等问题，为进一步推进辖区畜禽养殖业结构调整和

转型升级，促进畜禽养殖业绿色发展，统筹规划畜禽养殖与

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融水苗族自治县按照“以地定畜、种

养结合”原则，结合本县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实际情况，开

展《融水苗族自治县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2023-2027年）

（以下简称〈规划〉》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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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编制依据

1.2.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修

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2021年颁

布）；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年修

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2012年修正）；

（8）《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22年修订）；

（9）《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订）；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年

修订）

（11）《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2013年颁布）；

（12）《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2019年修订）；

（13）《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8年

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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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污染防治条例》（2020年颁

布）；

（15）《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1年

颁布）；

（16）《广西壮族自治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2022年颁布）；

（17）《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清洁条例》（2016年颁布）；

（18）《广西壮族自治区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2017

年颁布）；

（19）《柳州市柳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2021年

颁布）。

1.2.2标准规范

（1）《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

（2）《畜禽养殖污水监测技术规范》（GB/T 27522）；

（3）《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 15618）；

（4）《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596）；

（5）《有机—无机复混肥料》（GB/T 18877）；

（6）《畜禽粪便监测技术规范》（GB/T 25169）；

（7）《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GB/T 25246）；

（8）《畜禽养殖污水贮存设施设计要求》（GB/T 26624）；

（9）《畜禽粪便贮存设施设计要求》（GB/T 27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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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GB/T 36195）；

（11）《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497）；

（12）《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畜禽养殖行

业》（HJ 1029）；

（13）《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 81）；

（14）《有机肥料》（NY 525）；

（15）《畜禽场环境污染控制技术规范》（NY/T 1169）；

（16）《沼肥施用技术规范》（NY/T 2065）;

（17）《畜禽粪便堆肥技术规范》（NY/T 3442）;

（18）《畜禽粪便土地承载力测算方法》（NY/T 3877）；

（19）《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GB 38400）；

（20）《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畜禽养殖行业》

（HJ 1252）;

（21）《村镇规划卫生规范》（GB18055-2012）；

（22）《土壤环境背景值》（DB 4502/T 0052）。

1.2.3政策文件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国办发〔2020〕3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的意见》（国办发〔2017〕48号）；

（3）《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实施方案（试行）》

（环办土壤〔202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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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进一步明确畜禽粪污还田利用要求强化养

殖污染监管的通知》（农办牧〔2020〕23号）

（5）《关于促进畜禽粪污还田利用依法加强养殖污染

治理的指导意见》（农办牧〔2019〕84号）；

（6）《关于做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跟踪监测工作的

通知》（农办牧〔2018〕28号）；

（7）《畜禽养殖场（户）粪污处理设施建设技术指南》

（农办牧〔2022〕19号）；

（8）《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农办牧

〔2018〕1号）；

（9）《关于开展水环境承载力评价工作的通知》（环

办水体函〔2020〕538号）；

（10）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

壮族自治区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桂

政办发〔2020〕46号）；

（11）《广西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试行）》（桂政

办发〔2016〕152号）；

（12）《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桂政发〔2020〕39号）；

（13）《广西“十四五”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规划》

（桂农厅发〔2022〕91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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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柳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

（15）《柳州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2020年修订）》

（柳政规〔2021〕1号）；

（16）《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的实施意见》（柳政规〔2021〕12号）；

（17）《融水苗族自治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融

政规〔2020〕1号）；

（18）《广西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桂自

然资规〔2023〕4号）。

1.2.4相关规划

（1）《“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

（2）《广西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3）《广西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6—2030年）》；

（4）《广西“十四五”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规划》；

（5）《柳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6）《融水苗族自治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7）《柳州市低碳城市发展规划（2017-2026年）》；

（8）《柳州市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规划（2019-20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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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柳州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十四五”规划》；

（10）《柳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11）《融水苗族自治县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12）《融水苗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13）《融水苗族自治县县城总体规划（2010-2025）》；

（14）《融水苗族自治县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规

划》；

（15）《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

规划（2021-2035年）》。

1.3编制原则

统筹兼顾，有序推进。统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经济发

展状况和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能力等，科学规划畜禽养殖总

量和空间布局，疏堵结合，协同推进畜禽养殖业发展和生态

环境保护，保障畜禽产品稳定供给，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可

持续发展。

问题导向，系统施治。以畜禽养殖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为重点，统筹畜禽养殖场和区域环境的污染防治，坚持源头

减量、过程控制、末端利用相结合，对畜禽养殖全过程进行

系统监督和管理，加强畜禽养殖企业污染防治和资源化利用

设施的建设和运营管理，实现污染物处理的低成本、高效率。

种养结合，协同减排。以畜禽粪肥就近就地利用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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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养分平衡为核心，通过优化种养布局、健全综合利用措施，

协同推进畜禽粪肥还田和化肥减量增效。结合种植规模和结

构，科学测算养分需求，优化肥料结构与施肥方式，减少农

业面源污染负荷。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统筹考虑自然环境、养殖类型、

空间布局，种植类型及规模、耕地质量、环境承载力、人居

环境等因素，对不同区域、不同养殖类型、不同养殖规模和

不同养殖技术的养殖企业实施差异化的技术指导和监督管

理，探索经济实用的粪污资源化利用模式及污染防治模式。

政府主导，多方联动。建立及完善多方联动机制，强化

地方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共同参与的畜禽养殖污染防

治体系。充分发挥不同主管部门的资源、信息优势，建立上

下联动、部门协作、责权清晰的工作推进机制，加大对畜禽

养殖场的监督管理力度，共同推动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水平的

提高。拓宽投融资渠道，加大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扶持力

度，推动第三方治理等社会化运营模式，形成可持续有效的

畜禽养殖废物处理利用产业链和可持续的商业运营模式。

1.4编制过程

融水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规划》编制，于 2023 年 6

月确定委托柳州市柳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中心编写规划。接

受任务后，柳州市柳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中心立即成立编制

工作小组，制定工作方案，收集相关畜禽养殖及其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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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数据资料，在 2022 年开展的畜禽养殖专项调查的基础

上，根据需要对相关养殖场进行现场调研。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畜禽规

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和《畜禽养殖污染防

治规划编制指南（试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自治区农

业农村厅转发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加快推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编制的通知》（桂环函

〔2022〕313号）等相关要求，结合融水苗族自治县实际，

于 2023年 9月开始《规划》文本编写。10月完成了《规划》

初稿并在融水生态环境局、融水县农业农村局内部征求意见

后，于 11 月完成《规划》征求意见稿编写，并征求各相关

部门及各乡镇的意见，同时公开征求公众和相关单位意见。

12月中旬进行技术审查，修改后形成《规划》送审稿。

2《规划》目标分析

2.1规划目标及指标

科学布局畜禽养殖产业区域，对现有畜禽养殖场进行综

合整治，推行生态化养殖，到 2027 年，建立科学规范、权

责清晰、约束有力的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体系，构建种

养结合循环发展机制，促进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

参照《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编制指南（试行）》（环

办土壤函〔2021〕465号）文及融水苗族自治县具体实际，

畜禽养殖规划指标主要包括 4项约束性指标，即畜禽粪污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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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利用率、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畜禽

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台账建设率、达标排放的畜禽规

模养殖场自行监测覆盖率；1项预期性指标，即养殖户粪污

处理设施配套率。规划目标值的确定根据近年来农业农村部

门相关数据每年的平均提升比例确定，以确保规划目标制定

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具体规划指标及目标见表 2-1。

表 2-1 融水苗族自治县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指标体系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现状值（2022 年） 目标值 指标属性

1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α % 80.27 81 约束性

2
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

施装备配套率α
% 92.86 100 约束性

3
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

利用台账建设率α
% 90 100 约束性

4
达标排放的畜禽规模养殖场

自行监测覆盖率*
% / 100 约束性

5
养殖户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

β
% 33.3 41 预期性

注：α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门统计数据

*养殖场废水采用达标排放的规模养殖场中，定期进行自行监测的规模养殖

场占比，融水苗族自治县目前没有设置废水排放口向周围水体排放废水的规模养

殖场。

β数据来源于 2022 年开展的畜禽养殖专项调查数据。

2.2目标可实现性分析

结合融水苗族自治县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现状、种养结合

条件、粪污资源化利用现状及潜力、拟采取的畜禽养殖污染

治理措施等，分析目标可实现性。

融水苗族自治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现状为 80.27%，全

县种植业粪污土地承载力充足，现有农业作物和经济林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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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为 94.6万亩，按照单位面积土地承载力低限来计，可以承

载 78.38 万头猪当量的畜禽养殖量。根据融水苗族自治县

2027年猪牛羊生产目标，到 2027 年，融水苗族自治县畜禽

养殖规模达到生猪出栏 24.30万头，牛出栏 1.90万头，羊出

栏 3.75万头，占区域可承载猪当量低限的 60.5%。因此，融

水苗族自治县粪污土地承载力充足，能消纳畜禽养殖粪污，

为实现畜禽养殖粪污防治目标和种养平衡提供了土地条件。

目前，融水苗族自治县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

备配套率为 92.86%。“十四五”期间，融水苗族自治县拟大

力推动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积极推进粪肥资源化利用，通过

加强畜禽养殖业环境监管、落实畜牧业相关补贴政策的相结

合，做好未配套粪污处理设施畜禽规模养殖场的配套建设工

作，规划期可实现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

达到 100%。

融水苗族自治县初步建立了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

化利用台账管理制度，目前存在台账内容填写不明晰、不规

范等问题。“十四五”期间，融水苗族自治县严格落实粪污资

源化利用台账管理制度，对规模养殖场管理员进行台账填写

培训，采取台账定期检查、随机抽查、阶段性考核等方式。

到 2027 年，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台账建设率达

到 100%。

融水苗族自治县现有畜禽规模养殖场养殖废水没有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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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达标排放的模式，“十四五”期间，通过督促采用达标排放

的畜禽规模养殖场开展自行监测，加强环境监管等，实现达

标排放的畜禽规模养殖场自行监测覆盖率 100%。

综上所述，预计到 2027 年，融水苗族自治县畜禽养殖

污染防治规划目标均能如期实现。

3与相关规划衔接情况

《规划》指标与目标、重点任务保持与国家、地方政策、

相关规划要求相衔接，规划目标按照柳州市对融水苗族自治

县的考核任务确定。为确保相关任务措施的落实，《规划》

吸纳了《柳州市农业村农村现代化发展“十四五”规划》、

《柳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柳州市畜禽养

殖禁养区划定方案（2020年修订）》、《融水苗族自治县生

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融水苗族自治县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规划》、《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专项规划（2021-2035 年）》等相关文件提出的刚性

要求。

《规划》六大方面重点任务“明确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总

体要求、提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完善粪污处理和利

用设施、健全台账管理制度、建立畜禽养殖污染长效治理机

制”在《柳州市农业村农村现代化发展“十四五”规划》重

点任务“培强九条优势农业发展带的优质畜禽生态养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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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及《融水苗族自治县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的重点任务“深入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进行相应的拓展。

4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现状调查评估

4.1畜禽养殖基本情况

“十三五”末、“十四五”以来，融水苗族自治县认真

贯彻落实上级有关决策部署，加强“菜篮子”建设，创新落

实落细各项政策措施，生猪养殖得到了恢复并呈快速上涨趋

势，羊、牛、家禽养殖基本保持平稳。

融水苗族自治县畜禽规模养殖场共有 112家，主要集中

分布在融水镇、永乐镇、和睦镇，共计 104家。融水苗族自

治县规模以下养殖场共有 409户，均匀分布在 20个乡镇中。

2022年融水苗族自治县生猪存栏 73246头，出栏 188482

头；鸭存栏 1186796羽，出栏 4036553羽；鸡存栏 1280581

羽，出栏 3889308羽；牛存栏 38019头，出栏 16243头；羊

存栏 29454只，出栏 31828只。

4.2畜禽粪污处置现状

融水苗族自治县规模生猪养殖场采用的主要粪污处理

工艺主要有储粪池、沼气池、沉淀池和氧化塘。其中采用储

粪池、沼气池和氧化塘组合工艺的养殖场 5家，采用储粪池、

沼气池和沉淀池组合工艺的养殖场 4家，采用沼气池和沉淀

池组合工艺的养殖场 15 家，采用储粪池和沉淀池组合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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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养殖场 3家，只建设有储粪池的养殖场 1家。

融水苗族自治县 73 家规模鸡鸭养殖场采用的主要粪污

处理工艺为原位发酵床和沼气池发酵沉淀。这些养殖场在养

殖场地上铺设木糠等垫料，畜禽产生的粪污排泄在这些垫料

上，一个养殖周期过后，这些废弃垫料均作为生物肥原料出

售给周围农户施用。

融水苗族自治县 11 家规模牛羊养殖场采用的主要粪污

处理工艺为干清粪和堆粪房工艺，牛羊产生的粪便通常作为

生物肥原料出售给周围农户施用。

融水苗族自治县共有规模以下养殖场 409家。其中，采

用干清粪的 252家，占比 61.63%；采用水冲粪的 157家，占

比 38.47%。

融水苗族自治县大部分养殖散户在村落周边或村落内

建立养殖场地，其养殖特点是单户养殖量少、养殖方式粗犷，

污染防治设施一般为储粪池、沉淀池或者未建设任何污染防

治设施。

4.3种养结合现状

（1）种养结合基础条件及现状

2022年，融水苗族自治县水稻播种面积 27.40万亩；油

茶播种面积 13.35万亩；甘蔗播种面积 7.52万亩；水果播种

面积 4.85万亩；红薯播种面积 3.71万亩；玉米播种面积 2.08

万亩；茶叶播种面积 1.33万亩；马铃薯播种面积 0.14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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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播种面积 511亩；桉树种植面积 13.07万亩；杉木种植

面积 20.45万亩。

（2）土壤有机质含量

融水苗族自治县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在 18-66g/kg之间，

平均值为 50.31g/kg，总体属于极高含量水平，地块之间差异

较大，旱地土壤有机质含量总体低于水田。融水苗族自治县

南部地区有机质含量较高，其中和睦镇和永乐乡含量较高；

北部地区有机质含量较为均匀；中西部地区有机质含量较

低，其中怀宝镇和四荣含量较低；另外南部地区有机质含量

差异较大，其中永乐乡和融水镇，在镇内各个地区之间有机

质含量差异较大，其中永乐乡东南地区较高西南地区较低。

（3）畜禽粪肥消纳土地配套情况

2022年，融水苗族自治县畜禽养殖猪当量总量为 31.04

万头，占融水苗族自治县全部耕地可承载猪当量的占比为

13.98%~39.60%。从融水苗族自治县现有耕地可承载猪当量

和畜禽养殖猪当量总量来看，全县所产生的畜禽粪污可全部

被现有耕地消纳。虽然融水苗族自治县有充足的耕地用于消

纳畜禽粪污，但是大部分养殖场配套的耕地量不够消纳产生

的粪污量。

（4）粪肥田间施用设施设备配套情况

根据调查，大部分养殖场、养殖户施粪方式为较原始的

软管喷灌。融水苗族自治县粪肥田间施用设施设备主要为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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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式的拉粪车。部分规模养殖场、养殖户自行堆肥发酵利用

的，自行配套简易田间储存池。

（5）畜禽粪肥施用量情况

根据调查，融水苗族自治县 2022 年化肥施用量为 5.86

万吨，其中氮肥 1.15万吨、磷肥 1.08万吨、钾肥 0.59万吨，

复合肥 3.04 万吨。有机肥施用量为 35.6 万吨，其中畜禽粪

尿 16.9万吨，堆沤肥 11.5万吨、商品有机肥 6.7万吨、其他

0.5 万吨。融水县畜禽粪肥施用量约占融水县肥料施用量的

40.2%。

4.4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存在问题

（1）养殖场布局不合理

部分规模养殖场片面追求交通便利，生产便利，将养殖

场建设在公路两旁、城镇村庄周边和河道两侧，未考虑粪污

周围居民和消纳土地的分布，导致后续粪污消纳难和周围居

民对恶臭的投诉日益增多。

融水苗族自治县水系发达，融江和贝江的支流众多，木

洞和贝江口分别为融江和贝江的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建设

在河道两岸的养殖场和养殖户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污

浓度高，存在对周围水环境产生影响的隐患。

（2）粪污处理设施建设不完备运行不规范

畜禽粪污在处理过程中，应当根据养殖规模建设配套粪

污无害化处理设施并规范的运行。目前，仍有部分养殖场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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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处理设施跟养殖量不匹配，最终导致粪污没有充分处理

就直接进行综合利用，很容易造成烧苗或间接排放。

（3）养殖场配套消纳土地不足、粪污消纳方式不规范

融水苗族自治县养殖场均采用粪污资源化利用的模式，

辖区内养殖场可以用于消纳粪污的土地资源足够，但部分养

殖场周围配套的粪污消纳土地不足。除此之外，还存在养殖

场粪污采用软管漫灌等不规范方式消纳造成土地、河流、地

下水二次污染的隐患。

（4）养殖“公司”在管理环节“重生产”“轻环保”

融水苗族自治县大部分畜禽规模养殖场采用“公司+农

户”的经营方式。“公司”作为经济受益方，应当承担生态

环境保护责任。但是，这些“公司”目前只对养殖场的饲养

生产等环节进行管理与技术支持，没有对养殖场畜禽粪污处

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行管理提出相关的管理要求和技术支持。

（5）养殖场管理水平参差不齐

养殖场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不熟悉养殖场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等相关要求。规模养殖场虽然配备有粪污处理设施，

但往往只注重对粪污的处理，对恶臭的处理和对处理后粪污

的合理利用意识不足。

（6）污染监管不全面，社会化服务尚未形成

养殖企业养殖规模波动性大、经济效益不稳定，畜禽养

殖相关制度难以全部落实。现有政策及管理制度，对养殖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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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力不强，导致其改善治理设施，或完善资源化利用途径

的意愿不强烈，治理工作内生性不足。

5《规划》主要内容和成果说明

5.1主要任务

《规划》提出了五个体系的建设要求，分别是明确畜禽

养殖污染治理总体要求、提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完

善粪污处理和利用设施、健全台账管理制度、建立畜禽养殖

污染长效治理机制。

5.2重点工程

《规划》提出四类重点工程，包括畜禽养殖场（户）粪

污处理设施建设工程、田间配套设施建设工程、推进粪污集

中处理中心建设工程、监管体系建设工程，总投资约 2753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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