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区奶牛存栏达到 60 万头以上；

生鲜乳总产量达到 260 万吨以上；

100 头以上规模养殖比重达到 99%以上；

养殖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92%；

产品监督抽检合格率达到 99%以上；

培育产值超百亿元乳品加工企业 1家；
培育产值超 50 亿元企业 1家；
奶源基地、乳品质量和产业竞争力达到全国领先水平。

图文解读《关于推进奶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2019 年 7 月，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会同 9 厅局

委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奶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目标任

务，突出工作重点，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进我区

奶业高质量发展。

指导思想

Add

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

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

坚持新发展理念

以优质安全、绿
色发展为目标

 强基地、优结构、

提质量、育龙头、

促融合；

 补齐奶业现代化

发展的短板，提高

奶业发展质量和

效益；

 建立现代奶业产

业体系、生产体

系、经营体系和质

量安全体系；

 打造全国重要的

优质奶牛、优质奶

源和优质高端乳

制品生产基地。

基本原则

绿色发展，提质增效。

利益联结，融合发展。

问题导向，重点突破。

市场主导，政策支持。

主要目标



Add

调整优化奶源布局

加大乳制品消费引导

强化种养结合草畜配套

提升标准化规模养殖水平

加强良种繁育及推广

密切养殖加工利益联结

保障乳品质量安全

做强做优乳制品加工业

推进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



拓展潜力区：

环罗山、牛首山等

推进利通、青铜峡、
贺兰、兴庆和沙坡头 5
个奶业大县和农垦贺
兰山奶业公司优质奶
源基地建设，加快灵
武、中宁和平罗等发
展空间较大县（区）
奶产业发展。

提升发展区：

中卫市、石嘴山市

我区优质奶源基地是如何 ？

优化核心区：

银川市、吴忠市



养殖加工利益联结有何 ？

 采用养殖圈舍和奶牛入股等方

式，鼓励加工企业通过二次分红、

溢价收购、利润保障等方式支持奶

农，切实保障奶农合理收益；

 建立由政府引导，乳品企业、奶农、

奶业协会和行业专家参与的生鲜

乳价格协商机制，监督签订和履行

规范的生鲜乳收购合同；

 依法查处和公布不履行生鲜乳购销

合同以及凭借购销关系强推强卖兽

药、饲料和养殖设备等行为。

 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和奶农利益保

护并重；

 采取加工企业与奶农相互持股等形

式，建立互利共赢的纽带；



有哪些？各部门职责？ 政策扶持

重点支持优质饲草种植、生鲜乳质量安全监测、

奶业信息化管理、特色乳制品研发及养殖加工利

益联结机制建立等。

将牧草收割加工、生鲜乳储存设备、养殖废弃物

处理利用装备等，纳入自治区农机购置补贴机具

范围。

强化金融保险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奶牛活体

抵押贷款和牧场抵押贷款等信贷产品创新，将符

合条件的中小牧场贷款纳入全区农业信贷担保

体系予以支持。

鼓励奶业大县结合实际探索开展生鲜乳目标

价格保险试点。



如何调控奶业市场？

 准确把握国内外奶业市场变化，完善奶业生产市

场信息体系；

 开展产销动态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引导生

产和消费；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引导各类经营主体自觉

维护和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顺应奶业国际化趋势，实行“引进来”和“走出

去”相结合；

 促进资本、资源和技术等优势互补，增强奶业自

我发展能力。

提高科技支撑服务水平的重点是什么？

完善“两组一会”产业服务工作机制，强化奶

业科研、推广服务、奶牛场场长和专门技术岗

位人才培养。

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奶牛选育、增产增效、主

要疫病防控、绿色养殖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

用，探索创建规模化、标准化、精准化健康养

殖模式。

发挥“科技支宁”东西部合作机制优势，加快

推进我区奶业研发平台建设发展，攻关突破产

业发展重大关键技术，加强现代奶业科技成果

转化。

开展国际奶业科技合作，加强新技术、新工艺、

新装备引进和新特优乳制品研发及转化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