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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编制背景

为防治畜禽养殖污染，推进畜禽粪污的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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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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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河县人民

政府于 2023 年 2 月印发了《唐河县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2021 年-2025

年）》。

为全面贯彻落实《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河南省畜禽养殖污

染防治规划（2021—2025 年）》《关于加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计划和台

账管理的通知》《河南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指南的通知》等文

件精神，进一步推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巩固畜牧大县畜禽养殖污染

防治工作成效，河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对全省 60

个畜牧大县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实施中期评估的通知》，要求对河南省

60 个畜牧大县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南阳市唐河县属于河南省 60 个畜牧大县行列，唐河县人民政府组织

了本次中期评估工作，并于 2024年 5月开始在南阳市生态环境局唐河分局、

唐河县农业农村局及唐河县 23 个乡镇的帮助下，完成了前期资料收集，现

场调查，并编制完成了《唐河县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中期自查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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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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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7）《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8）《河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

（9）《河南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1.2.2 规范标准

（1）《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

（2）《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

（3）《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

（4）《畜禽粪便监测技术规范》(GB-T25169-2010)；

（5）《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GB/T25246-2010)；

（6）《畜禽养殖污水贮存设施设计要求》(GB-T26624-2011)；

（7）《畜禽养殖污水采样技术规范》(GB/T27522-2011)；

（8）《畜禽粪便贮存设施设计要求》(GB/T27622-2011)；

（9）《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GB/T36195-2018)；

（10）《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497-2009)；

（11）《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畜禽养殖行业》(HJ1029-2019)；

（12）《畜禽场环境污染控制技术规范》(NY/T1169-2006)；

（13）《沼肥施用技术规范》(NY/T2065-2011)；

（14）《畜禽粪便堆肥技术规范》(NY/T3442-2019)；

（15）《畜禽粪便土地承载力测算方法》(NY/T387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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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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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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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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养殖场（户）粪污处理设施建设技术指南》（农办牧〔2022〕19号）；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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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关于印发〈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编制指南（试行）〉的通知》（环办土壤函〔2021〕

465号）；

（9）《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实施意见》（豫

政办〔2017〕139号）；

（10）《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豫政办〔2020〕

26号）；

（11）《关于印发<河南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指南>的通知》（豫农文〔2020〕

207号）；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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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农文〔2020〕

314号）；

（13）《关于印发“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环土壤〔2021〕

120号）；

（14）《河南省2022年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及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

方案》（豫环委办〔2022〕9号）；

1.2.4 相关规划

（1）《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经济发展规划的通

知》（豫政〔2021〕4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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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南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2021-2025年）》豫环文〔2022〕64号；

（3）《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阳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经济发展

规划的通知》（宛政办〔2022〕54号）；

（4）《唐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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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唐河县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2021-2025年）唐政〔2023〕3号）；

（6）《关于对全省60个畜牧大县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实施中期评估的通知》河南省

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2023年11月21日。

1.3评估期限及范围

评估基准年：2023 年。

评估期限：2023 年 1 月-2024 年 6 月。

评估范围：唐河县全境，规划面积 2497.2 平方公里，区域内畜禽规模

养殖场和规模以下养殖场（户）。

1.4名词解释

畜禽规模养殖场：奶牛存栏≥200 头、肉牛年出栏≥200 头、生猪年出栏

≥500 头、蛋鸡存栏≥10000 羽、肉鸡年出栏≥50000 羽、肉羊年出栏≥1000 只，

以及按《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折算后达到规定规

模标准的其他类型的畜禽养殖场。

畜禽养殖户：未达到畜禽规模养殖场标准的畜禽养殖户，根据《畜禽

养殖污染防治规划编制指南（试行）》（环办土壤函〔2021〕465 号），指

生猪设计出栏≥50 头，奶牛设计存栏 ≥5 头，肉牛设计出栏≥10 头，蛋鸡/

鸭/鹅设计存栏≥500 羽，肉鸡/鸭/鹅设计出栏≥2000 羽的养殖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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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划实施情况

2.1规划实施组织保障

南阳市生态环境局唐河分局于 2023 年 3 月陆续发布了《南阳市生态环

境局唐河分局关于成立畜禽养殖污染防治领导小组的通知》《南阳市生态

环境局唐河分局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制度》，为本规划的组织实施提供

了组织保障。

2.2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2023 年度，唐河县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共有 12家试点企业，其中

粪肥 63000亩，液态肥 51035.2亩，总计约 11.4万亩。

2023年度畜禽粪污年产生量 879.65万 m3，年利用量为 799.338万 m3，综

合利用率为 90.87%。

2.3养殖环境监管能力

2023 年度，南阳市生态环境局唐河分局通过严格审批监管和强化日常

监管方式提升环境监管能力。

2023 年 1 月至今，南阳市生态环境局唐河分局审批通过了唐河县鑫牧

牛业有限公司肉牛养殖基地建设项目，登记备案 22 家。

2023 年度，南阳市生态环境局唐河分局定期对畜禽规模养殖场开展现

场巡查工作，针对废水处理、废气治理、固废及土壤污染防治设备的配备

及运行情况进行检查，辖区内其他畜禽规模养殖场按照《畜禽规模养殖污

染条例》要求，检查其是否配套畜禽粪污处理装备并正常运行；每季度对

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和粪肥利用台账进行调度统计，是否按要求建立粪污

处理和粪肥利用台账，同时存档规模养殖场与周边农户或第三方处置单位

签订的粪污处置协议；针对畜禽养殖户，每年开展一次现场核查，检查其

养殖区域卫生状况以及畜禽粪污处置情况，期间，共查处 27 起畜禽养殖企

业（户），罚款金额 174.3277 万元，主要违法行为为：（1）畜禽养殖经营

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便，污水未经处理直接向环境中排放；（2）未及时收

集、贮存、利用或者处置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3）私

设暗管排放水污染物；（4）畜禽养殖废物超出土地消纳能力施肥，造成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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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污染等。

2.4规划目标完成情况

表 2-1 唐河县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指标情况

序号 指标 指标属性
背景值

（2020 年）

目标值

（2025年）

现状值

（2023 年）

1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约束性 88 90 90.87

2
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

备配套率（%） 约束性 99 100 100

3
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

台账建设率（%） 约束性 / 100 100

4 大型规模养殖场氨减排比例（%） 预期性 / 5 /

根据唐河县农业农村局提供资料，唐河县畜禽养殖规划污染防治目标

完成情况较好，超额完成规划目标。

2.5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完成情况

2023年度唐河县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共有 12家试点企业，其中粪肥

及液态肥还田 117035.2亩，详见下表

序号 公司名称 粪肥亩数 液态肥亩数

1 唐河县安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 20035.2
2 唐河县凯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4000 -
3 南阳昶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 6000
4 唐河县艺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 20000
5 唐河县源荣农业专业合作社 6000 -
6 南阳臻纯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 3000
7 唐河县喜函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4000 -
8 唐河县卓阳农技农业合作社 4000 -
9 唐河县丰科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38000
10 河南紫玉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5000
11 南阳乐耕农业产业园有限公司 4000 -
12 南阳豫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3000 -
总计 - 63000 54035.2

2023 年度绿色种养循环试点还田面积 11.7 万亩，涉及作物小麦、玉米、

蔬菜、果树等。畜禽固体粪污收集处理 15017.29 吨，畜禽液体粪污收集处

理 213625吨；项目实施区粪污消纳量显著提升，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9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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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重点工程完成情况

（1）粪污设施提升工程

粪污设施提升工程完成情况一览表

序号 工程内容 工程实施主体 资金来源 主管单位

1
粪污处置模式：堆肥发

酵还田模式、厌氧发酵

沼液沼渣还田模式

唐河县驰美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

种养循环资金
唐河县农业农

村局
2

南阳立松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3
唐河县安农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经与唐河县农业农村局核实，以上粪污设施提升工程均已落实到位。

（2）粪污资源化利用工程

粪污资源化利用工程完成情况一览表

序号 工程内容
工程实施主体

及内容
主管单位

1

对为唐河生猪调出大县贡献较大的企业

对生猪养殖工艺和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

等进行标准化改造，安排 60万元项目资

金，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的方式给

予扶持，通过项目建设使企业在生猪生

产及粪污资源化利用等方面更加精细

化、标准化、科学化，充分发挥示范带

动作用

唐河城郊乡牧

原 5场，60万生

猪调出大县资

金，治污设施建

设

唐河县农业农村局

（3）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工程

数字化智能化工程完成情况一览表

序号 工程内容
工程实施主体

及内容
主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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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支持唐河生猪数字化、智能化养殖龙头

企业对生猪养殖工艺等进行智能化、标

准化改造，安排 30万元项目资金，通过

项目建设提升企业智能化、标准化生产

水平。示范引领唐河县生猪行业进入良

性发展轨道，帮助生猪产业实现科学、

安全、高效、生态养殖

唐河鸿瑞牧业，

30万生猪调出

大县资金，数字

化终端控制项

目

唐河县农业农村局

（4）台账建设工程

截至目前，唐河县直连直报系统已完成覆盖唐河县规模化畜禽养殖企

业/户，下一步在唐河县农业农村局的指导帮扶下，各乡镇建设覆盖所有畜

禽养殖企业/户的动态管理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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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成效

3.1产业结构调整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居民对生态环境的需求日渐提升，小规模养殖户

存在投资规模小，清粪方式落后，部分养殖户配套的粪污处理设施不具备防

渗和防雨淋功能，粪污转运方式粗放，跑、冒、滴、漏现象仍然存在，雨季

粪污外泄造成二次污染风险较大，环保管理制度缺失，针对环保的投入增加，

畜禽养殖产品单位利润率较低等现象；规模化养殖场的资金优势明显，环保

设施配置相对完善，环保管理制度完善，畜禽养殖产品单位利润率较为明显。

2023 年至今，大量养殖户关停注销，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减产，集团化畜禽养

殖企业扩产明显，产业结构得到优化调整。

3.1.1畜禽养殖现状

截至 2024 年 6 月，全县已建成标准化养殖场 402 个，其中猪场 356 个，

牛场 27 个，禽场 18 个，唐河县正常运行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177 家。其中，

生猪规模化养殖场 135 家，蛋鸡规模化养殖场 18 家，肉牛规模化养殖场 22

家，羊规模化养殖场 2 家。

2023 年，唐河县肉牛出栏 12.58 万头；生猪出栏 124.22 万头；山绵羊

出栏 35.29 万只；家禽存栏 682.66 万只，出栏 498.34 万只，肉蛋奶产量分别

达到 12.18 万吨、5.31 万吨和 3.04 万吨。

现正常运行 135 家规模化养猪场年设计出栏 129 万头，唐河牧原 8 个分

场年设计出栏 100 万头，规模化程度进一步增强。

全县生猪养殖主要分布在源潭镇、大河屯镇、少拜寺镇和昝岗乡，养殖

占比分别为 20.2%、8.7%、8.0%和 7.7%；牛养殖主要分布在源潭镇、昝岗乡

和苍台镇，养殖占比分别为 17.5%、11.6%和 11.1%；羊养殖主要分布在源潭

镇、昝岗乡和郭滩镇，养殖占比分别为 11.5%、9.7%和 8.5%；家禽养殖主要

分布在源潭镇、苍台镇和昝岗乡，养殖占比分别为 21.2%、10.6%和 9.5%。

3.1.2污染防治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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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以来，唐河县积极推进畜禽粪便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

畜禽规模养殖场粪便储存设施、污水贮存等粪污处 理基础设施得到较大改善。

唐河县共有规模养殖场 402 家，基本完善了粪污收集设施，配套建设了堆粪

场和储存池，唐河牧原公司主要采用“畜－沼－种”的循环模式处理粪污，固

态粪肥主要为堆肥外供、沼液通过管网输送用于农田施肥。目前全县畜禽粪

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90%以上，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100%。

唐河县泰净牧业有限公司是经县政府同意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主要承担全

县病死畜禽无害化收集处理，公司采用先进的无害化处理设备、工艺流程和

环保处理系统，日处理能力 15 吨。

3.2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成果

唐河县安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唐河 15 家养殖企业签订粪肥处理协

议，依托养殖企业建设配套污水处理设施设备，目前粪肥储备充足。

为保证项目所用粪肥满足还田标准要求，公司依托厦门大学、浙江大学

和中国农科院等平台，实现了常温下培养微生物菌群技术。通过猪舍内部自

动喷雾系统，配合氨氮硫等气体感应器监测有害气体含量，实时调配复合共

生菌的喷洒，复合共生菌在喷洒后会落入地面并流入储粪池里，并嫁接在禽

畜粪便上，复合菌由放线菌、丝状菌、油脂降解菌、木质素降解菌、光合菌、

假单胞菌等 10 余属 700 多种菌属组成，功能强大，可将有机物中的 C、H、

O、N 等元素汽化生成 H2O、CO2、N2，有机物减量可达 95%以上，而 P、S、

K、N 等成分得以保留，经过一个月后粪便即可发酵转化成有机肥，轻松实现

养种结合、可持续发展资源循环再利用的行为。通过该技术，猪场粪污综合

利用率达到 100%，水资源节省 15%以上，种养结合节约化肥使用，提高农作

物产量在 5%以上。

河南紫玉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辐射带动张店镇刘庄村；源潭镇党坡村、

刘岗村、太山庙村、党老庄村、周庙村、杨庄村；滨河街道果园村、谢冲村

等附近乡镇及村社施用沼液沼渣，推广应用“沼液沼渣+社会化服务”技术模

式。该实施主体的液体肥加油站的形式是地面上或地下封闭式，由环保耐久

材料（不锈钢、镀锌钢板或玻璃钢）构成，选址路径是紧邻交通便利的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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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或养殖小区，多选择液体粪肥量大的猪场为主，因粪肥加油站是施播粪肥

是液体形态，肥力不高，为降低施肥成本，多采用铺设管道的方法施肥，铺

设管道不方便的区域，则采用罐车拉运配合软管及喷枪喷洒施肥的方法。另

外液体地力加油站还配备了沼液肥还田器，针对不同农作物不同生长时期的

营养需求，更精准地还田施肥，这样既不会出现因施肥量错误而伤农的现象，

又能达到增产增收惠农的效果。又因该公司建设的液态地力加油站成本低、

施工速度快、环保无异味且操作简便，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以现在

液体地力加油站为基础，在未来项目上达到使用数字化调节粪肥含量，远程

化操控粪肥配水施肥还田，朝着远程与农户互动监测，一年多季节、多批次、

更科学、更精准施肥的方向迈进。

液态肥还田时期可根据作物生育期主要需肥、需水的节点进行还田，底

肥、分蘖期集中还田为宜；还田量根据测土配方、液态肥养分检测指标、当

下土壤墒情等情况进行测算；还田方式根据作物生长特性，地形情况等进行

选择。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还田方式是管网还田和罐车还田，养殖场或还

田服务组织可根据已有的设施设备情况选择。管网还田适用于还田地块离储

存设施近，还田面积大，地形平坦，无需穿越阻隔设施（公路、河流等）的

情况；罐车还田机动性强，但效率偏低，适用于还田地块较远，还田面积较

小的情况。

经济效益：

减化肥：施用液态肥，可每季每亩减少 50%的化肥施入，与常规施化肥

相比节约成本约 50-100 元/亩；

增产量：施用液态肥的地块，可实现小麦每亩增产 5%，玉米增产 4%

左右；

节水量：能在一定程度上节约用水，如果适宜播种期内土地干旱，可每

亩节约水量 30m³；

生态效益：

合理施用液态肥可减少化肥使用，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防止因长期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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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化肥而引起的酸度变化和土壤板结，提高土壤自身的抗逆性，保证土壤的

良好生态环境，达到增产效果，实现种养循环。

综上，唐河县采用种养结合循环农业试点工作成效突出，有效消纳了畜

禽养殖产生的固态及液态粪污，减少了环境的污染风险，改良了土壤环境，

为全面推广绿色种养循环农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3.3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2023 年度唐河县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明显，全年优良天数 300 天，获大

气生态补偿金 4245 万元，排名全市第 2；水环境质量不断改善，3 个国控水

质断面全部达标，9 个国省市控达标率 94.1％，较 2021 年提升 47%，较 2022

年提升 5.2％，唐河县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尾水湿地获得美丽河南先进实践典

型案例。坚持以土壤安全为重点，开展建设用地和农用地调查，整治畜禽养

殖污染和黑臭水体，土壤环境质量保持稳定。农用地、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

100%，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 32.48%，圆满完成市定目标。

3.4持续整治养殖污染

南阳市生态环境局唐河分局持续整治养殖污染，强化粪污消纳管理，严

厉打击偷排直排违法行为，2023 全年排查 2000 余家，发现污染问题 496 个，

设施建设提升 416 家，立行立改 80 个，处罚 27 家，形成强大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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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存在问题

4.1规模化及污染治理设施

规模化标准化程度不高。尽管近年来我县的养殖业规模化标准化程度

有了较大提升，但散养畜禽仍占有很大比重，这些散养户采用传统的饲养

方式，粗放经营，养殖环境差，机械化水平低，影响了经济效益的提升。

在清粪工艺方面，生猪和蛋鸡养殖场（户）仍有一定比例采用水冲粪

工艺，清粪方式较落后。

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相对较为完善，部分养殖户配套的粪污处理

设施不具备防渗和防雨淋功能，粪污转运方式粗放，跑、冒、滴、漏现象

仍然存在，雨季粪污外泄造成二次污染风险较大。

在臭气处理方面，除唐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等大型规模养殖场外，大

部分规模养殖场臭气处置仅采取喷洒除臭剂等方式，臭气收集治理设施配

备率不高。

4.2种养结合循环发展体系

部分养殖场（户）粪肥堆放过于粗放，畜禽粪便处理方法不规范，产

生的粪污多随机施用，配套消纳用地不足，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可能造

成粪污溢出沉淀池现象。种养主体分离，规模不匹配、联结不紧密等问题

仍然突出，畜禽粪污短期暂存。

4.3养殖主体责任意识

唐河县养殖户数量多、污染物产生量大、治理难度高，且养殖责任主

体的污染防治及资源化利用意识淡薄，大部分人对畜禽养殖业污染问题的

严重性和防治工作的紧迫性认识不足。生态消纳在一次投入及日常运行上

资金需求大，养殖主体在治污投入上积极性不高，不能及时收集、贮存、

利用/处置产生的废水、固废或随意向环境排放。

4.4监管压力

养殖场（户），尤其是养殖户，在畜禽粪便综合利用上随意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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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和利用经常不按计划实施，缺少有效手段对其进行约束规范。目前养

殖污染整治的重点还主要集中在畜禽规模养殖场，较少涉及畜禽养殖户，

虽然目前因市场原因畜禽养殖户大部分处于停产状态，这些分散的、隐性

的污染源还存在，监管难度较大，关注部分拆除的污染问题及复养后的污

染治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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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下一步打算及自评分值

5.1下一步打算

5.1.1台账式管理

农业农村局及各乡镇加大对畜禽养殖场（户）的管理力度，建立台账

式管理，对各乡镇养殖企业的畜禽养殖情况，治污设施配套情况，台账管

理情况，配套农田、污染物处置等情况进行拉网式排查，建立动态台账，

定期与南阳市生态环境局唐河分局走访核实，监督检查，便于政府作出决

策。

5.1.2政府指导

南阳市生态环境局唐河分局及农业农村局/畜牧局结合各乡镇情况，针

对不同规模的养殖企业，宣讲畜禽养殖污染违法现象，提升养殖主体责任

意识；助推大型养殖场稳产扩能项目落实，更新换代环保治理水平；指导

中小规模养殖场提升标准化生产水平，鼓励规模以下养殖户安装玻璃钢发

酵罐，对畜禽粪污进行全量收集，暗贮发酵利用，实现大、中、小型养殖

主体从源头、过程、末端实现不同维度减少污染物产生，提升粪污利用率，

改善人居环境，实现大美和谐牧场的美好愿景。

5.2自评分值

中期评估自评情况详见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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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畜牧大县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实施情况评估表

项目 序号 评估内容及分值 评分标准 评估方式 得分 数据来源

年度评估

（100分）

1 组织保障（5 分）
县政府畜禽污染防治工作的组织管理制度、部门协作机

制、岗位职责分工等相关文件，每提供一份得 1分。 县级自评+查阅资料
2

生态环境分局

2 禁养区畜禽规模养

殖场排查（10分）
全县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复养”现象发生一例则该项不得分。县级自评+现场走访 10 生态环境分局、农业农

村局或畜牧局

3 绿色养殖（10分） 实施绿色养殖的养殖场（户）数量/养殖场（户）总量×10。 县级自评+现场走访
9.5

农业农村局或畜牧局

4 基础设施（10分）
实施标准化饲养舍和“三防”措施规模养殖场（户）数量/规模

养殖场（户）总量×10。 县级自评+现场走访
10

农业农村局或畜牧局

5
畜禽粪污治理设施

（20分）

粪污治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97%的规模养殖场数量/规
模养殖场总量×5。

直联直报系统+现场

走访

5
农业农村局或畜牧局

建设畜禽粪污处理设施的规模以下养殖场（户）数量/规
模以下养殖场（户）总量×5。

直联直报系统+现场

走访

5
农业农村局或畜牧局

建立健全运维制度的养殖场（户）数量/养殖场（户）总量

×5。
现场走访+查阅资料 0.5 农业农村局或畜牧局

粪污治理设施正常运行的养殖场（户）数量/养殖场（户）

总量×5。 县级自评+现场走访 5 农业农村局或畜牧局

6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

（10分）

全县用于生产沼气、堆肥、沼肥、商品有机肥、垫料、基质

等并符合有关标准或要求的畜禽粪污量/全县畜禽粪污产 直联直报系统+现场
9.5

农业农村局或畜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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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总量×10。 走访

7
台账备案管理

（10分）

按要求建立粪污资源化利用管理台账的规模养殖场数量

/规模养殖场总量×10。 县级自评+查阅资料
10 农业农村局或畜牧

局、生态环境分局

8
粪污资源利用计划

（10分）

按要求建立年度粪污资源利用计划的规模养殖场数量/
规模养殖场总量×10。 县级自评+查阅资料

10 农业农村局或畜牧

局、生态环境分局

9
群众满意度测评

（15分）

随机对养殖场附近群众进行暗访调查反映出问题的人

数/暗访调查人数总量×15。 问卷调查
15

生态环境分局

合 计 91.5

绩效考核 1 加分项

（1）积极建设畜禽养殖生态循环示范区和绿色种养循环农

业试点，每有一个示范区或试点加 0.5分。 省级评估
6

农业农村局或畜牧局

（2）规模养殖场按要求开展自行监测的，每一个加 0.1分。 查阅资料 0.1*8 生态环境分局

（3）规模养殖场按要求提供环境监测报告的，每一个加

0.1分。
查阅资料 0.1*8 生态环境分局

（4）因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成效显著被国家、省、市

有关部门表扬的（以正式文件为准），分别加 2分、1分、

0.5分，同一事项以最高得分为主。

县级自评+省级评估 0.5 农业农村局或畜牧

局、生态环境分局

（5）因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被国家、省、市级以上主流

媒体（电台、报纸等）正面报道的，分别加 2分、1分、

0.5分，同一事项以最高得分为主。

县级自评+省级评估 - 农业农村局或畜牧

局、生态环境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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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畜禽养殖污染问题，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立案

处罚及移交司法部门处理的，一例加 2分。 县级自评+省级评估
27*2

生态环境分局

2 扣分项

（1）出现突出畜禽养殖问题，被国家、省有关部门通报

批评或被新闻媒体曝光造成负面影响的扣 5分；被市、县

有关部门通报批评或被新闻媒体曝光造成负面影响的扣 2
分。

县级自评+省级评估 -7 农业农村局或畜牧

局、生态环境分局

（2）国家和省级环保督察与黄河警示片中发现畜禽养殖

污染问题的，一次扣 5分；市县级环保督察中发现畜禽养

殖污染问题的，一次扣 3分。整改不及时、不到位或弄虚

作假的，一次扣 2分。整改问题销号后，被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核查（暗访）发现问题反弹的，一次扣 1分。

县级自评+省级评估 -5 农业农村局或畜牧

局、生态环境分局

（3）因畜禽养殖问题被市级以上有关部门督办、约谈、

通报，每次扣 1分。

县级自评+省级评

估

- 生态环境分局

（4）因畜禽养殖问题被群众举报投诉的，每次扣 0.2分。 县级自评+省级评

估

- 生态环境分局

（5）对日常执法及抽查中发现畜禽养殖污染问题的，一

次扣 0.5分。

①畜禽规模养殖场未建设“三防”措施和雨污分流；

②畜禽粪污治理设施运行不正常、不规范；

③畜禽养殖场粪污乱堆乱放，恶臭异味明显；

④畜禽粪污综合利用配套土地消纳面积不满足相关要求

（以土地消纳合同为准）；

⑤畜禽规模养殖场未按要求完善粪污资源化利用管理台

县级自评+省级评

估

-0.5*
27

农业农村局或畜牧

局、生态环境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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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和年度粪污资源利用计划；

（6）发现畜禽规模养殖场存在直排、偷排、漏排行为的，

每次扣 2分。

县级自评+省级评

估

-2*2 生态环境分局

（7）中央和省级专项资金执行迟缓的，每项扣 0.5分。 省级评估 - 农业农村局或畜牧

局、生态环境分局

合计 32.6

综合得分 124.1



南阳市生态环境局唐河分局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制度

2023年2月24日唐河县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印发唐河县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2021-2025年)》(唐政办〔2023〕3号)，

为保障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的顺利进行，特制定此制度：

一、由南阳市生态环境局唐河分局局长全面负责唐河县畜

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

二、设立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专班

组 长：曲永瑞 负责全面负责唐河县畜禽养殖污染防

治工作；

副组长：王 博 主要负责唐河县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

作落实，协调唐河县农业农村局等；

组 员：陈 涛 负责负责唐河县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涉

土及工作汇总；

组 员：郭 勇 负责安排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执法检查

工作；

组 员：刘嘉超 负责规模养殖场周边监督性监测。

三、部门协作，南阳市生态环境局唐河分局内部及与唐河县

农业农村局协作协调工作由王博同志负责，并定期向局长汇报工

作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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