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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农业农村局文件
烟农〔2024〕213 号

烟台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印发《烟台市特色畜牧业发展

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

各区市农业农村局，机关有关科室、局属有关单位：

为推动我市特色畜牧产业发展，根据省畜牧兽医局工作要

求，立足烟台畜牧业发展实际，制定《烟台市特色畜牧业发展指

导意见（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烟台市农业农村局

2024 年 12 月 2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 2 —

烟台市特色畜牧业发展指导意见（试行）

为推动我市特色畜牧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产增收，根据省

畜牧兽医局《2024 年特色畜牧业发展工作要点》部署，结合我

市实际，制定烟台市特色畜牧业发展指导意见（试行）如下。

一、总体思路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现代特色农业产业的

重要指示要求，以山东省加快推进特色畜牧业发展为契机，以满

足人民群众对畜产品消费多元化的需求为目的，着力培育烟台白

鸡、烟台黑猪、五龙鹅、牙山黑绒山羊及优质奶畜等特色畜牧产

业，做大做强优势种业资源，保护和利用好特有资源，不断提升

特色畜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到 2030 年，培育特色畜禽新品

种 1 个，建立市级畜禽保种场 1-2 个，推动至少 1 个保种场由省

级提升为国家级。

二、发展重点

（一）突出优势产业发展。围绕烟台黑猪、五龙鹅、牙山黑

绒山羊、中华蜜蜂、山东小毛驴等地方畜禽品种，益生 909 本土

新培育品种、弗莱维赫乳肉兼用牛品种及流失在外的原产于烟台

的优良畜禽品种，综合考虑品种资源数量、现有开发规模、市场

需求状况等情况，积极引入外部资本进行种质保护和产业开发，

引导建立优质种畜禽生产基地和特色畜产品加工基地，加快地方

传统产业提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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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特色产业布局。根据当前资源分布、产业基础和

发展趋势，扶持莱州、栖霞发展羊产业，扶持龙口、栖霞发展蜜

蜂产业，扶持莱阳、海阳发展鹅和驴产业。新培育品种及回引的

原产于烟台的优良畜禽品种，视情况进行区域保护和开发利用。

（三）强化种质保护利用。加强资源保护、纯种繁育、种质

创新和扩大繁殖，形成育种与繁殖相配套的良种体系。结合上级

支持政策，开展种畜禽生产性能测定等相关工作，开发特色畜禽

生产潜力。引导特色种业企业与科研院所、高校进行合作，做强

种业企业,助力核心技术攻关，培育优异特色畜禽品种，提升良

种化水平，推动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

（四）推广适宜养殖模式。立足烟台黑猪、牙山黑绒山羊、

五龙鹅等地方畜禽品种生活习性，总结推广适应不同品种和区域

的养殖技术，放大特色畜禽品种在体型、毛色、肉质等方面的优

势，推动集约化标准化生产。鼓励种业企业提高生产装备水平，

通过运用自动化、智能化设施设备进行生产管理，提高养殖效率。

（五）提升产品开发水平。引导开展资本化运作，提升胴体

分割与产品精深加工水平，促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

工的协调发展，实现由出售原料向出售附加值高的加工制成品的

转变，扩大特色畜禽加工规模和工艺水平，着力形成烟台地方畜

禽产品品牌效应。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区市要高度重视特色畜牧业发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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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按照上级政策和本地畜牧业发展规划，合理配置特色畜牧业

发展各种要素资源，因地制宜推动特色畜牧业发展。要加强调查

研究，加强与发改、财政、市场等部门的沟通协调，立足辖区实

际解决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高效推进本地特色畜牧业发

展。

（二）加强宣传引导。鼓励特色畜牧业企业积极参加国家、

省、市博览会和名优产品推介活动，探索“牧业+乡村旅游”，

打造特色畜牧业养殖加工与科普宣传、休闲观光为一体的产业体

系，丰富畜牧业文旅业态。借助新闻、报纸、网络等媒体，开展

本土产品消费引导与宣传推介，进一步挖掘本土市场消费潜力。

（三）积极争取政策。积极争取上级相关政策支持，鼓励区

市出台专项政策，与有关金融机构沟通对接，积极为特色畜牧业

发展提供金融服务，探索将养殖保险推广至特色畜牧产业领域，

鼓励从业者在良种繁育、疫病防控、养殖设施等方面提档升级，

推动特色畜牧业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烟台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2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