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全市猪、牛、羊、家禽饲养量分别

达到 202.98 万头、32.89 万头、317.74 万只、

1119.85万羽，同比分别增长：6.69%、3.90%、4.

76%、7.40%；肉蛋奶产量分别达 14万吨、6.48

万吨和 36.41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5.40%、4.

77%、19.24%，畜牧业总产值 76.51亿元，占到

农林牧渔总产值 44.2%。2023年上半年，猪、

牛、羊、禽类饲养量分别达到：143.43万头、29.

41万头、260.05万只、905.18万羽。肉、蛋、奶产

量分别达到：8.61万吨、3.41万吨、18.61万吨。

产业发展优势突出

大同市地处世界养殖业发展黄金纬度

带，气候高寒冷凉，有天然的畜牧业发展优

势，也有悠久的养殖历史，拥有马身猪、大同

边鸡、广灵画眉驴、广灵大尾羊、灵丘青背山

羊 5个国家省级畜禽保护品种，牧同乳业、中

华黑土猪、道士窑、边塞牧羊等地方特色品牌

和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阳高长城羊肉，畜牧

产业发展底蕴深厚、优势明显。

产业规划方向明确

大同市主要以云州、天镇、灵丘等养殖重

点县区为核心，带动云冈、新荣、广灵、左云、

浑源、阳高等县区大力发展标准化肉牛养殖。

以云冈、天镇、广灵、阳高、新荣为重点县区，

发展奶牛养殖。在灵丘、浑源、广灵等恒山内

长城沿线县区和左云、新荣、阳高、天镇县等

阴山外长城沿线县区发展特色肉羊养殖。以

阳高、浑源、天镇、广灵和灵丘等县区为养殖

重点区域，稳定生猪养殖。借助云州、新荣、云

冈和阳高等城市近郊县区地理优势，致力打

造全市家禽养殖产业核心区。

扶持政策更加完善

大同市是全国 9个北方农牧交错带核心

市之一，也是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雁门关农牧

交错带核心示范市和“北肉”平台建设重点

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畜牧业发展，2016年

以来，市级层面先后出台了《关于大同市进一

步推进雁门关农牧交错带示范区建设的实施

意见》《大同市农牧交错带建设农业结构调整

实施意见》等文件，编制了《大同市生态农牧

区建设规划》《晋北肉类进出口平台建 设规

划》等规划。每年，市委农村工作会议都出台

了畜牧业发展专题行动计划，中央、省、市拨

付专项扶持资金用于支持畜牧业发展，扶持

改饲、奶牛家庭牧场建设、高产优质苜蓿种

植、肉牛提质增量、雁门关农牧交错带示范区

和“北肉”平台建设，到目前为止，这些重大项

目引领带动投入资金近百亿元，将带动全市

畜牧产业迈出更大的发展步伐。

规模化程度明显提升

近年来，大同市做到了“草牧结合、农牧

循环”，在生猪、家禽、牛、羊、饲草五个方面卓

有成效。一是加强肉牛产业建设，借助天镇

县、阳高县国家级肉牛增量提质项目建设发

展势头，云州短期育肥的养殖特色和灵丘县

平型关肉牛的品种效应，大力发展肉牛产业，

全市现有肉牛规模养殖场 139个，其中，宝睿、

永宏等千头以上肉牛养殖园区 6个，其中万

头以上的园区 1个灵丘佳农牧业，是我省肉牛

单体养殖规模最大的园区；二是完善肉羊产

业建设，发挥左云雁云白羊、灵丘大青背山羊

的品种优势，和杜寒、杜胡杂交的品种选育优

势，不断扩大全市肉羊养殖规模，全市现有肉

羊规模养殖场 236个，其中，云冈安泰、源润、

左云圆通泰等万只以上肉羊养殖园区 7 个；

三是推进奶牛产业建设，借助本地品牌牧同
乳业的龙头效应，围绕四方、海高、优源等大

型奶牛养殖企业，不断提升本地乳品品质，全

市现有奶牛规模养殖 40个，其中，四方高科、

伊磊、天和等千头以上奶牛养殖园区 13个，万

头以上的园区 2个，分别是天镇优源和广灵
海高，生鲜乳产量居全省第二，云冈区奶牛单

产全省最高；四是稳定生猪产业建设，以马身

猪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为中心，集制、

繁、推特色种业为一体，打造中华黑土猪品牌；

以阳高、浑源、天镇等县区为养殖重点区域，发

展大白、长白生猪全产业链，全市现有生猪规

模养殖场 297个，其中，正大、伟嘉、新大象等

万头以上生猪养殖园区 5个，阳高连续多年被

国家评为生猪调出大县；五是加快家禽产业建

设，以百胜中国等合作企业的市场需求为导

向，以云州区骏腾现代化肉鸡养殖屠宰加工企

业为引领，带动养殖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建成

集雏鸡供应、家禽养殖、肉蛋销售于一体的综

合产业片区，家禽规模养殖场 109个，其中，年

出栏 2000万只以上肉鸡养殖园区有火山富民

和骏腾 2个，存栏 50万只蛋鸡养殖园区有天

佑禽业 1个；六是振兴饲草产业建设，鼓励大

规模种植优质苜蓿、燕麦等饲草，支持第三方

牧草种植培训和配送，逐渐实现苜蓿等高端饲

草的本地化供应，千叶、牧友恒泰、蓄睿等骨干

引领全市饲草加工企业 15个。

融入京津乘势而上

今年年初，山西省委省政府赋予大同市

“融入京津冀，打造桥头堡”的重大使命，畜牧

业乘势而上，紧盯京津冀大市场需求，积极对

接、发展加工、拓展市场，推动产业链不断完

善，续航高质量发展。3月份，山西骏腾农牧科

技有限公司与百胜（中国）集团签订年供应

1000万只肉鸡分割产品合同，这将带动大同

市肉鸡养殖水平大幅度提升，骏腾年屠宰量

突破 4000万；依托华远国际陆港（大同）集团

建设山西北肉冷链加工产业园主体工程已完

成，招商引资工作全面展开，园区正积极与一

亩田、云海肴等预制菜企业对接，初步达成了

入驻意向，利用好“北肉”平台建设的金字招

牌，乘借“北方预制菜之都”东风，推动特优畜

产品以成品、半成品预制菜走向市场势不可

挡；灵丘县奥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高标准建

设的年屠宰 12万头肉牛肉羊屠宰体系主体工

程已完成，正在进行生产线完善，将带动全市

草食畜迈出更大的发展步伐。

低碳绿色安全发展

畜牧业安全的范畴很大，首要的就是疫

病安全，大同市毫不松懈抓好非洲猪瘟等重

大动物疫病防控，精准落实各项常态化防控

措施，筑牢全链条防线。落实总书记“人病兽

防、关口前移”要求，尽快理顺基层动物疫病

防控体制机制，解决好“职能淡化、力量弱化、

支持虚化”等突出问题。要抓好食品安全，依

法开展动物及其产品的调运监管，规范病死

畜禽无害化处理，严厉打击“注水肉”、添加

“瘦肉精”、私屠滥宰等违法犯罪行为，确保百

姓“舌尖上的安全”。抓好生态安全，畜禽粪污

是农业面源污染的重点之一，大力实施种养

循环工程，支持规模化养殖场建设粪污处理

设施，实现农牧循环发展。同时，要抓好生产

安全，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

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

求，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生产主体三方

责任，将各种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大同市农业农村局：辛晓斌 霍文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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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同市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

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认真落实了省委省政

府赋予的“融入京津冀，打

造桥头堡”重大使命，坚持

以省委畜牧业发展“五五”

战略为引领，紧密围绕

“奋斗两个五年，跨入第一

方阵”的发展总目标，突出

畜牧产业“稳猪、强牛、兴

羊、促禽、增草”的发展思

路，走出了“两山一盆地”

农牧循环、绿色发展、特优

发展之路，畜牧业高质量

发展初具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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