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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市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按照《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自治区

九大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宁党办〔2020〕88

号）精神，为推进我市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充分利用自治区建设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的政策机遇，

坚持“优质+高端”双轮驱动，进一步调优种养结构、调大经营规

模、调强加工能力、调长产业链条，推进布局区域化、生产标准

化、经营规模化、发展产业化，着力构建现代肉牛产业体系、生

产体系、经营体系，全力打造优质肉牛良种繁育基地、高端牛肉

生产基地、肉牛活体供港基地和“宁夏中卫高端肉牛之乡”。到

2025 年，全市肉牛饲养量达到 60 万头，其中，存栏 30 万头，

出栏 30 万头；良种化率达到 90%以上，规模化养殖比重达到

55%；提升区域公用品牌核心竞争力，培育知名品牌 2个以上；

培育年产值 10亿元以上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家，屠宰加工

业产值 47.5 亿元，肉牛加工转化率达到 43%以上，全产业链实

现产值 150亿元。

二、重点任务

（一）推进区域化布局。

根据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及发展潜力，着力打造海原县高端

肉牛产区和引扬黄灌区优质肉牛产区，不断提高产业集中度。

1.海原县高端肉牛产区。依托良种母牛资源优势，突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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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肉牛繁育和特色牛肉加工。在海原县重点推行“家家种草、

户户养牛、自繁自育、适度规模”的“50”家庭经营模式，扩大养

殖规模。优化调整种植结构，持续扩大“粮改饲”范围，配套种植

青贮玉米、籽粒玉米 40万亩、一年生牧草 20万亩、紫花苜蓿留

床 70万亩。加快区域特色牛肉加工业发展，延长产业链条，带

动肉牛产业扩量提质增效。到 2025年，肉牛饲养量达到 40万头，

其中存栏 20万头、出栏 20万头。

2.引扬黄灌区优质肉牛产区。依托饲草料资源优势和规模化

养殖优势，在中宁县、沙坡头区重点发展肉牛高效育肥和优质牛

肉生产，全面提升肉牛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水平。配套种植青贮

玉米、籽粒玉米 20万亩。到 2025年，肉牛饲养量达到 20万头，

其中存栏 10万头、出栏 10万头。

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

配合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局、自然

资源局、水务局

（二）推进规模化经营。

1.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支持养殖大户、家庭牧场、农民合作

社、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养殖机械设备，

发展规模养殖。培育存栏 50-100 头养殖大户 700 户，培育存栏

100-200头家庭牧场 164家，培育存栏 200-500头合作社 116个，

培育存栏 500头以上养殖企业 29个。

2.推广家庭经营“50”模式。以中南部为重点，以家庭为单元，

大力推广家家种草、户户养牛发展方式。支持养殖户种养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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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繁自育、扩群增量，配套完善基础设施、机械设备，发展家庭

适度规模养殖 150户以上，建设肉牛养殖示范村 15个、万头以

上肉牛养殖乡镇 10个。

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

配合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局、自然

资源局、市场监管局

（三）推进标准化生产。

1.完善标准体系。聚焦高质量发展，围绕肉牛饲养管理、疫

病防控、产品加工等生产环节，修改完善肉牛良种繁育、饲草料

加工调制、标准化养殖、标准化养殖场建设、胴体分割加工、冷

链运输、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等标准。指导各类生产主体推广应用

标准化技术，建立良好肉牛生产管理规范，提高育种、饲养、加

工、销售等关键环节标准化生产水平。

2.加快标准化建设。按照品种良种化、生产规模化、养殖设

施化、管理规范化、防疫制度化、粪污资源化、信息数据化“七

化”要求，强化先进设备、高效养殖技术、信息化管理推广应用，

加强生产主体管理、养殖过程管控、饲料兽药监测监管，加快养

殖场升级改造和标准化建设。到 2025年，培育国家级和自治区

级标准化示范场 5个，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设备配套率达到

100%、养殖机械化率达到 60%以上，产品质量安全合格率达到

99%以上。

3.加强良繁基地建设。按照良种繁育基地建设要求，建立西

门塔尔牛品种改良和安格斯牛品种选育繁育基地。加强与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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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种企业合作，建立联合育种机制，全面开展肉牛良种登记、选

种选配、生产性能测定等，扩大优质种群规模。支持建设良种繁

育中心 1个、良种繁育场 2个；开展西门塔尔牛改良选育与安格

斯牛核心群选育，完善优质高档肉牛“育繁推”一体化技术体系，

每年推广优质西门塔尔牛、安格斯牛冻精 15万支。到 2025年，

肉牛良种化率达到 90%以上。

4.加大技术集成应用。加强与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

高校、科研院所交流与合作，以宁夏西海固高端牛产业研究院为

平台，加快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强化品种选育、高效养殖、精

细化管理、精深加工等技术集成应用，推广应用肉牛高效生产综

合配套技术。出栏牛胴体重达到 340 公斤以上，养殖效益提升

20%。

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

配合单位：市科技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水务局、

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

（四）推进产业化发展。

1.提高屠宰加工能力。加快推进海原华润集团 6万头精深加

工项目尽快全部建成，达产达效。支持夏华集团屠宰加工企业改

（扩）建，提升加工产能。引导龙头企业与养殖场、合作社、养

殖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发展订单生产，构建“规模养殖+精深加

工+品牌营销+综合服务”一体化经营模式。支持企业引进现代冷

鲜加工工艺、设备，提高分级加工、分割包装比重，提升精深加

工水平。到 2025年，年屠宰加工肉牛 15万头，屠宰加工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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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以上，精深加工率达到 20%以上。

2.加大产销衔接力度。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经济圈为

重点，紧盯中高端消费市场，加大产品宣传推介力度，建立订单

生产、冷链配送、定向销售的产销衔接渠道。支持经营主体采取

线上线下、直销窗口、专营店、e点到家等方式，开拓高端市场，

实现优质优价，提高经济效益。到 2025年，建设加工配送中心

15个，直销窗口 20个，实现销售产值 60亿元。

3.提升品牌效益。提高夏华、五丰等企业品牌知名度，打造

“中卫高端牛”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商业品牌，加强“两品一标”认

证管理，强化品牌管理、宣传推介、市场开拓，完善质量安全追

溯管理，管控关键环节，稳步提升牛肉品质和品牌效益，以优质

品质、知名品牌引领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

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

配合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

商务局、市场监管局、交通运输局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中卫市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领导

小组，由市人民政府市长担任组长、分管副市长担任副组长，各

县（区）人民政府和市发展改革委、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局、

财政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农业

农村局、商务局、市场监管局、金融工作局、银保监分局等单位

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农村局，市农

业农村局局长担任办公室主任，分管副局长担任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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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负责推进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日常工作。各成员单位要逐级

分解任务，明确责任主体和完成时限，制定具体措施，强化协调

配合，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如期实现发展目标。

（二）强化支撑保障。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大技术创新

骨干人才、实用技能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培养力度，加强市、县、

乡三级技术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关键技术成果转化。建立健全社

会化服务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建设社会化综合服务站，重点开展

冷配改良、饲草料加工配送、粪污处理、疫病防控、金融信贷、

技术培训等专业化服务，为养殖主体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程

服务，提高养殖效益。

（三）强化绩效考核。加强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考核，

将产业发展情况纳入县（区）乡村振兴年度考核目标任务，发挥

考核指挥棒作用，推动各县（区）充分整合资源，集中力量，促

进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

附件：全市肉牛饲养量各县（区）年度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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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市肉牛饲养量各县（区）年度任务分解表

年份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全 市 50 53 56 58 60

其

中

沙坡头区 6.5 6.6 6.7 6.8 7

中宁县 11.5 11.8 12 12.5 13

海原县 32 34.6 37.3 38.7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