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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论

为了遏制畜禽养殖业污染不断加重的趋势，从源头上控

制畜禽养殖的污染，合理布局场点，促进岫岩满族自治县畜

禽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全面改善环境质量，保障群众生产

生活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畜禽养殖污染

防治管理办法》（原国家环保总局令第 9 号）《风景名胜区

条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以及《辽宁

省畜禽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辽宁省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

区备案管理办法》要求，依据畜禽养殖“预防为主、防治结

合”的布局原则，结合岫岩满族自治县实际情况，特制定本

方案。

一、方案编制背景

1、国家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新《环保法》于 2015 年 1 月 1 日施行，其明确指出国

家采取有利于节约和循环利用资源、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使经济社会发展与

环境保护相协调。

新法推出后，畜牧养殖行业的环保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

阶段，环保工作者需要为各类畜牧养殖业企业寻找适合企业

发展和环保要求相协调的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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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其作为国家第一部专门针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法规

性文件，明确了以综合利用作为解决畜禽养殖废弃物污染问

题的根本途径，为规模化养殖废弃物污染治理指出一条可持

续发展之路。明确了禁养区划分标准、适用对象（畜禽养殖

场、养殖小区）、激励和处罚办法。

（3）《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 2015 年 4 月印发《水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又称“水十条”，计划提出到 2020 年，全

国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

行动计划中明确要求，要科学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

2017 年底前，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小区）

和养殖专业户，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提前一年完

成。

（4）2015 年 8 月 10 日，农业部办公厅印发《关于配合

做好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畜牧兽医

行政主管部门要积极配合环保部门做好禁养区划定工作，及

时报送禁养区划定情况。

（5）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根据环境容量

调整区域养殖布局，优化畜禽养殖结构”，且提出要“确保

农业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总体得到遏制，治理明显见到成效”。

(6)2022 年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辽宁省启用“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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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划定成果作为报批建设项目用地用海依据的函》（自

然资办函〔2022〕2341 号），按照文件要求辽宁省“三区三

线”划定工作，确定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正式启

动，本“方案”按照最新辽宁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启用“三

区三线”划定成果作为报批建设项目用地用海依据的通知》

（辽自然资办函〔2022〕100 号）划定的“三区三线”成果

及矢量数据，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执行。

2、省市政策

2015 年 10 月，为全面落实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和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要求，科学指导

各地开展畜禽禁养区划定工作，辽宁省环保厅、省畜牧局共

同制定了《辽宁省畜禽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并要求各级

政府结合《指南》要求做好地区畜禽禁养区方案制定、批准

及公布工作。

2016 年 1 月，辽宁省环保厅提出，辽宁省将全面推进农

村污染治理，加大防治畜禽养殖污染。2016 年年底前，完成

全省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2017 年年底前，依法关闭或搬迁

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

二、指导思想

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以保护生态环

境、城乡饮用水源安全为出发点，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促

进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为工作目标，以推进禁养区为手

段，优化畜禽养殖业生产布局，推进畜禽养殖业与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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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全面协调发展，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生产用水安全和生

态安全，推进全县生态文明建设。

三、工作思路

结合岫岩满族自治县生态建设要求，以保障生态环境安

全、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优化畜禽养殖产业布局为目的，在

与生态保护红线格局相协调前提下，按照《辽宁省畜禽禁养

区划定技术指南》中畜禽禁养区范围划定方法要求，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城镇开发边界和文

化教育科学研究区及其他确需纳入禁养区范围进行特殊保

护的区域，应依法划定为禁养区。合理确定畜禽养殖禁养区

范围，加强环境监管，落实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要求。

四、工作目标

完成全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范围的划定、对于禁养区内的

规模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关闭或搬迁工作提出切实

可行的建设性意见。

五、设计原则

1、统筹兼顾、科学可行、依法合规、以人为本为基本

原则；

2、突出重点和可持续性原则；

3、依法保护生态环境和城乡饮用水源安全的原则；

4、生态环境保护与畜禽养殖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原

则；

5、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相一致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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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原则；

7、符合动物防疫条件的原则。

六、规划依据

1、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规划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15 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 月

1 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

（6）《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 643

号，2013 年 11 月 02 日）；

（7）《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国务院令

第 167 号，1994 年 10 月 09 日）；

（8）《风景名胜区条例》（国务院令第 474 号，2006

年 09 月 19 日）；

（9）《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

17 号）；

（10）《全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

（1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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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22 日修正）；

（1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

338-2018）；

（13）《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编绘规范》（GB/T 12343）；

（14）《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497-2009）；

（15）《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81—

2001）；

（16）《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业农村部令 2022 年第 8 号，2022 年 9 月 7 日）；

（17）《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依据“三区三线”划定

报批建设项目用地用海有关事宜的函》（自然资办函〔2022〕

2341 号）。

2、地方性法规、规划及文件

（1）《辽宁省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2011 年 4

月 1 日）；

（2）《辽宁省辽河保护区条例》（2010 年 12 月 1 日）；

（3）《辽宁省凌河保护区条例》（2011 年 8 月 1 日）；

（4）《辽宁省大伙房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2014 年

12 月 01 日）；

（5）《关于印发辽宁省畜禽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的通

知》(辽环发〔2015〕42 号)；

（6）《关于印发辽宁省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备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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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的通知》（辽动卫发〔2007〕119 号）；

（7）《省畜牧局关于公布养殖专业户确认标准(试行)

的通知》（辽牧发〔2014〕46 号）；

（8）《关于划定畜禽禁养区和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

内规模养殖场（小区）、养殖专业户工作的通知》（辽政办

明电〔2015〕65 号）；

（9）《关于印发辽宁省畜禽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的通

知》（辽环发〔2015〕42 号）；

（10）《辽宁省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辽牧发〔2016〕101 号）；

（11）《关于启用“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作为报批建设

项目用地用海依据的通知》（辽自然资办函〔2022〕100 号）；

（12）《鞍山市“十四五”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鞍

环发〔2022〕2 号）；

（13）《岫岩满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

（14）《偏岭镇等 21 个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

（15）岫岩满族自治县自然保护区范围图及基本情况；

（16）《岫岩满族自治县药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17）《岫岩满族自治县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2025 年。

七、设计范围

设计范围为岫岩满族自治县的行政管辖区域，包括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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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18 个镇、3 个乡。规划总面积 4502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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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现状分析

一、区位分析

岫岩满族自治县隶属于辽宁省鞍山市，位于辽东半岛的

北部。东及东南与凤城市、东港市毗连，西与大石桥市、盖

州市为邻，南与庄河市相接，北及西北与辽阳县、海城市接

壤。

二、畜牧养殖基本情况

岫岩满族自治县山区丘陵面积广大，饲草丰富，发展畜

牧养殖业优势得天独厚。同时，岫岩农民历史上就有畜牧养

殖的传统，近几年产业化水平又得到了快速提高，更进一步

巩固了畜牧业在岫岩农业中的基础地位。目前，岫岩畜牧业

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劲，广大农民通过畜

禽养殖，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尤其是在中央、省、市各

级政府优惠政策扶持下，岫岩重点加强了畜牧业基础设施建

设，建设了一大批现代化规模饲养场，引导智能化升级改造，

大大提升了全县各类畜禽饲养规模和畜牧业装备水平，实现

了畜禽养殖业标准化、规模化生产，提高了经济效益，增加

了农民经济收入。

畜禽饲养量不断增加。2023年末生猪饲养量25.62万头，

出栏 18.14 万头，存栏 7.48 万头，产值 29075 万元；绒山

羊饲养量 34.52 万只，出栏 14.79 万只，存栏 19.73 万只，

产值 9551 万元；肉牛饲养量 3.47 万头，出栏 0.93 万头，

http://baike.baidu.com/view/114175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91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445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93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937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767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767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93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93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28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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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栏 2.54 万头，产值 7509 万元；家禽饲养量：4304.24 万

羽；肉类总产量 8.8172 万吨，牛肉产量 0.091 万吨，猪肉

产量 0.97 万吨，羊肉产量 0.19 万吨，禽肉产量 7.56 万吨；

禽蛋产量 1.58384 万吨。2023 年末畜牧业总产值 12.783 亿

元，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畜牧规模养殖场建设迅猛发展。依据辽宁省规模化饲养

场标准“生猪存栏 500 头、牛存栏 50 头、羊存栏 200 只、

蛋鸡存栏 10000 羽、肉鸡存栏 10000 羽”计，岫岩满族自治

县现共拥有规模养殖场 130 个。其中，生猪规模养殖场 11

个，肉牛规模养殖场 18 个，肉鸡规模养殖场 68 个，肉种鸡

规模养殖场 2 个，辽宁绒山羊规模养殖场 17 个，蛋鸡规模

养殖场 9 个，肉（蛋）鹅规模养殖场 5 个。

绒山羊产业优势凸显。2009 年，岫岩满族自治县被辽宁

省政府确定为“一县一业”绒山羊优势主导产业重点县，2010

年被纳入辽宁绒山羊国家地理保护区。按照建设目标，重点

抓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广泛开展招商引资，大力推进山

羊绒精深加工企业建设，在县工业园区建设绒毛精深加工企

业 3 家，绒山羊屠宰加工厂 1 家。二是加强种羊场和标准化

绒山羊养殖小区建设，在全县建设绒山羊种羊场 10 家，标

准化辽宁绒山羊散养户 92 个。三是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建设，组建绒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 17 个。四是强化绒山羊

养殖繁育技术服务，建设绒山羊人工改良受精站（点）50 个。

五是完善乡镇（街道）动物卫生监督所建设，建设乡镇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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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监督所 24 个，实现一乡一所。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实现安全无疫。随着动物卫生监督管

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岫岩动物卫生监督管理体系建设取得

了巨大成就。一是建立了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执法机构（县动

物卫生监督所）和畜产品安全管理机构（县兽药饲料监察

所），完善了县级畜牧兽医技术支撑体系，建立了县动物疫

病预防控制中心、县动物检疫站、畜牧技术推广站、草原监

理站。二是完善乡镇（街道）动物卫生监督所建设。实现一

乡一所工作目标，配备完善的办公及专业设施设备。三是加

强村级防疫员队伍建设。全县实现一村配备一名专职动物防

疫员，解决村防疫员待遇问题，稳定了村防疫员队伍，保证

了全县动物防疫工作顺利开展。四是制定落实重大动物疫病

防控工作责任制，确保全县重大动物疫病免疫密度和免疫质

量。几年来，由于管理措施到位，责任落实到位，为全县畜

牧业生产安全和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三、畜禽养殖与环境承载平衡分析

随着畜禽养殖业的快速发展，畜禽养殖对环境的影响越

来越大。环境对污染物的承载力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

就会对社会造成危害，如果不进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鼓

励和引导规模化养殖，不仅浪费土地资源、水资源，而且废

水不经处理随意地排入环境，不仅污染了地表水，还会渗入

地下污染地下水，使有限的水资源质量大大降低。

岫岩满族自治县企业较少，环境质量较好。除县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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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各乡镇（街道）规划区、各个保护区及风景名胜区以外

的其它区域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各养殖户畜禽粪便处理后，

用于农田、林地肥料，土地环境承载能力还可接受，畜禽养

殖业尚有较大发展空间。

四、存在的问题

畜牧业虽然实现了较快发展，但仍存在着不少突出问

题。目前，岫岩满族自治县畜牧业存在的生产方式比较粗放、

产业化经营总体水平较低等问题，以及面临的质量安全、疫

病威胁等问题，将在现阶段乃至今后较长时期内制约着畜牧

业发展，畜牧业在建设用地、污染防治、规范发展和畜产品

市场准入等方面的一系列新规定，以及激烈的市场竟争，将

迫使畜牧业实施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营管理转型。养殖业污

染问题突出，相应的环保设施不完善，养殖业污染成为小城

镇和农村环境的一项重要污染源，存在问题主要为：（1）规

模化程度相对较低。因岫岩山多少的地理构造，养殖业散养

户占比 65%以上，大多数散养户设施简陋，规模较小，养殖

方式单一且落后，粪便和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或虽经处

理，但建池比例小、程度低，粪便利用率低，污水无序排放，

导致污染严重。（2）选址布局存在漏洞。畜禽养殖场在选

址、建设过程中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不完善，审批中易出现

漏洞；虽然距离符合动物防疫条例有关规定，但靠近居民区，

临近水源地，废弃物和污水易渗入水体，威胁饮用水安全，

一旦污染，治理成本高、难度大。（3）环保意识淡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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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养殖户环保意识不足，只注重养殖效益，忽视污染危害，

不愿投入资金和精力进行污染治理，对环保法规和要求了解

少，存在侥幸心理。（4）资金缺乏。一些小规模养殖户资

金有限，建设和运行污染处理设施成本高，养殖户难以承担。

（5）片面追求规模。一些地方为发展经济，鼓励养殖业规

模化，却未配套相应环保设施和规划，导致养殖规模超出环

境承载能力，污染问题凸显。（6） 产业链不完善：养殖业

上下游产业链衔接不紧密，畜禽粪便等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产

业发展滞后，未能将废弃物有效转化为资源，造成资源浪费

和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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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禁养区划定方案

一、畜禽养殖区分类

岫岩满族自治县行政辖区内畜禽养殖区域划分为禁养

区和非禁养区两类。

1、禁养区

畜禽养殖禁养区是指按照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规定，

在指定范围内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养殖畜禽；禁养区范围内

的已建成的畜禽养殖场（小区），由县人民政府依法责令限

期搬迁或关闭。

2、非禁养区

畜禽养殖非禁养区是指除禁养区以外的区域，原则上作

为畜禽养殖可养区。在畜禽养殖非禁养区内从事畜禽养殖

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规定，开展环

境影响评价。其污染防治措施及畜禽排泄物综合利用措施必

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其污染

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

求。

为了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与当前社会发展状况

相协调，可在禁养区和非禁养区预留一定的过渡区域，是对

禁养区的保护，按照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规定，在一定

区域内限定畜禽养殖数量，禁止新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过

渡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治理，污染物处理达到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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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无法完成限期治理的，应搬迁或关闭。

二、主要任务

1、禁养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畜禽养殖场（小区）、

养殖专业户。禁养区内现有畜禽养殖场（小区）、养殖专业

户，由所在乡镇（街道）根据实际情况依法组织关停或责令

搬迁，2025 年底前，完成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

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工作任务。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

的规模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要实行第三方评估、公

示。

2、禁养区内现有畜禽养殖场（小区）不再列入各级财

政项目扶持。

3、对畜禽禁养区的划分实行动态管理，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将适时作出调整。

三、畜禽养殖禁养区范围

根据《辽宁省畜禽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2015 年）中

对畜禽禁养区范围划分办法及岫岩满族自治县实际情况，并

参照《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 81-2001）和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T338-2007）中相

应要求，合理划定以下禁养区与非禁养区。以下区域为根据

指南要求划定的岫岩满族自治县禁养区范围，本县其他区域

为非禁养区。

1、饮用水源地保护区

根据《辽宁省畜禽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中要求，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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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保护区的陆域范围位畜禽养殖的禁养区。

目前，岫岩的饮用水源均采用地下水水源，水源水质类

型为地下潜水，集中式供水水源地为岫岩水源地，水源范围

内保护区为禁养区。

根据《岫岩满族自治县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2025 年）

中第六条关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为一级保护区、二级保

护区，必要时可以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外围划定一定的区域

作为准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由自治县人民政府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

范等规定，提出划定方案，依法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岫岩水

源一级、二级保护区总面积 8.6785 平方公里，即集中式饮

用水取水口和地下水井口周围范围，属于畜禽养殖禁养区范

围。

根据《鞍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岫岩满族自治县部分乡镇级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批复》（鞍政复〔2021〕18 号）、

（鞍政复〔2023〕23 号）文件要求，岫岩满族自治县勘定的

19 个乡镇及水源保护区总面积 3.8102 平方公里，属于畜禽

养殖禁养区范围。

2、风景名胜区

岫岩满族自治县现有一处风景名胜区，即药山风景名胜

区，坐落在岫岩满族自治县城北 65 公里的药山、三家子、

石庙子 3 个镇的交界处。药山风景名胜区现为国家 AAA 级、

省级风景名胜区，根据《药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确定，

http://baike.baidu.com/view/3993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125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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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划定的畜禽禁养区范围为药山风景名胜区全域，总面积

为 5000ha。

3、自然保护区

根据《辽宁省畜禽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中要求，按照

国务院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布的国家级和地方级自

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为畜禽养殖禁养区范围。岫岩满

族自治县有龙潭湾、清凉山两个省级自然保护区，本次畜禽

禁养区划分将龙潭湾和清凉山两个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

缓冲区划为畜禽养殖禁养区。

（1）龙潭湾自然保护区

龙潭湾自然保护区位于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西南龙

潭镇，前营子镇境内。地理位置东经 122°53′-123°05′，

北纬 40°00′-40°17′。在千山山脉的西南方向的延展部

分，土壤为棕色森林土，森林覆盖率达 95%以上。龙潭湾自

然保护区总面积5463.8ha，核心区1113.8ha，缓冲区1922ha，

试验区 2428ha。龙潭湾自然保护区的畜禽禁养区范围为该保

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的范围，总面积 3035.8ha。

（2）清凉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清凉山省级自然保护区位于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

治县东北部汤沟镇境内。东经 123°38′48″—123°44′

15″；北纬 40°31′40″—40°35′47″。东部与凤城市鸡

冠山镇南三道沟分水岭为界；南部以朝阳乡瓦房沟分水岭为

界；西至汤沟镇古石村卜家岭；北至汤沟镇马阳村佛爷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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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岭；行政范围涉及县青凉山林场（国有）及汤沟镇青凉山

村，总面积 4300ha。根据青凉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的特点和保

护对象，结合保护区实际，将保护区内保存完好的生态系统

以珍稀动植物的集中分布地划分为核心区，核心面积为

1200ha，占总面积的 27.9%；为更好地保护核心区不受外界

干扰和破坏，在核心区周围划出一定面积作为缓冲区，缓冲

区面积 1100ha，占总面积 25.6%；除核心区、缓冲区外均为

实验区，面积为 2000ha，占总面积 46.5%。青凉山自然保护

区的畜禽禁养区范围为该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的范围，总

面积 2300ha。

4、城镇居民区

根据《辽宁省畜禽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中要求，并结

合岫岩满族自治县实际情况，按照《岫岩满族自治县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和《偏岭镇等 21 个乡镇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确定的县中心城区和各乡

镇（街道）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 3712.55 公顷，划定为畜

牧养殖禁养区。

5、其他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定的区域

（1）依法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区，即重点生态功能区、

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国家和地区生态安全的底线区

域为畜禽养殖禁养区，此区域正在由鞍山市统一划定，畜禽

养殖禁养区的范围将根据最终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进

行及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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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照其他各类法律、法规、行政规章明确的其他

需要保护的区域，同属于岫岩满族自治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范

围。

四、环境监管要求

1、对禁养区的环境管理要求

禁养区内，禁止建设规模化畜禽养殖单元（以下简称养

殖单元）的区域。养殖单元包括规模化畜禽养殖场、规模化

畜禽养殖小区和畜禽养殖专业户。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

场限期实现搬迁或关闭。

2、对非禁养区的环境管理要求

（1）新建、扩建畜禽养殖场必须符合城镇环保规划和

《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 81-2001）的要求，

布局合理，选址适当。

（2）新、改、扩建畜禽养殖场必须严格执行环境影响

评价及“三同时”制度，办理相关环保审批手续。项目建成

后，建设单位应当如实查验、监测、记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设施的建设和调试情况，对建设项目进行验收监测（调查）。

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后，其主体工

程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

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3）畜禽养殖场必须按有关规定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进行排污申报登记，经审核批准，领取《排污许可证》，

并按其核定的排放总量排放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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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有各类畜禽养殖场要落实污染防治措施，污染

物排放必须符合《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596-2001)的要求。对不达标的畜禽养殖场，实行限期治

理。

（5）畜禽养殖场排放污染物，应按照国家规定缴纳环

保税。

（6）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应遵循“综合利用优先化、

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的原则。落实畜禽养殖场固体废

弃物、恶臭、废水、畜禽尸体安全处置措施，工艺措施执行

《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 81-2001)。加强

畜禽养殖场环境绿化，保持畜禽养殖场所环境整洁，实现清

洁养殖。

（7）积极鼓励资源化，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畜牧部门

加强对畜禽养殖业的指导和管理，加快干湿分离、沼气化处

理、有机无机复合肥加工、蚯蚓养殖、养殖一沼气一种植等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实用技术和生态养殖模式推广，促进畜禽

养殖污染防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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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保障措施

一、高度重视，提高认识

各乡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畜禽禁养区划

定工作。划定畜禽禁养区，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建设岫

岩满族自治县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是保护生态环境、建设

良好城乡风貌的迫切需要；是保障城乡饮用水源安全、动物

产品食品安全以及促进岫岩满族自治县现代畜牧业发展的

必要举措。

二、加强领导，明确职责

为推进相关工作，县政府分管环保副县长组织协调县委

宣传部、县财政、公安、市场监督、生态、住建、自然资源、

文旅、农业、林业、水利等部门及各乡镇（街道），推进、

落实、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规模养殖场（小区）、养殖

专业户工作。禁养区划定工作由县生态环境分局和县农业农

村局牵头负责，具体实施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各乡镇（街道）

织落实。

三、加大宣传，营造氛围

宣传部及各相关部门、各乡镇（街道）要高度重视宣传

工作，引导舆论正确导向。要加大宣传岫岩满族自治县关于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规模养殖场

（小区）、养殖专业户的有关政策文件力度，及时宣传划定

工作意义、划定范围及要求，做好跟进解读报道，让广大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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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户及时知晓有关要求，不断提高养殖户粪污处理环保意

识，提早做好准备工作，维护社会稳定。

四、深入调查，全面核实

各乡镇（街道）要及时对禁养区范围内养殖场情况进行

调查登记等基础工作，为下一步搬迁或者责令拆迁打好基

础。调查登记主要包括养殖规模存栏、建筑面积，栏舍建筑

合法性认定等内容。

五、多管齐下，依法搬迁

畜禽养殖场关闭或搬迁工作，按“早启动、早拆除、早

补偿”的要求，及早与畜禽养殖场签订关闭或搬迁协议，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畜禽养殖场关停拆除目标任务，并建立实施

畜禽养殖长效管理机制。

六、依法推进，确保实效

各乡镇（街道）要制定辖区畜禽养殖禁养区推进落实工

作方案，明确禁养区范围，落实责任，明确工作步骤，强化

工作措施。周密做好前期工作，开展划定工作风险评估。加

强思想动员工作，保障养殖户合法权益，确保实施工作稳定

推进，不出现大的上访等群众性事件。

七、改善环境，恢复生态

对禁养区搬拆迁的场区环境及时整治修复，建筑垃圾就

近用于修建道路及填基建房，粪便废水用于农田耕肥，土地

宜种则耕，宜林则树，宜菜则园，还原用地性能，恢复其生

态环境，避免废弃场区长期闲置，使其重焕自然环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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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畜禽养殖项目必须安装治污设施，严格环评、三同

时制度管理，不建或未按时建成治污设施的，一律不予验收

或批准投产。加强监管执法，增加监管监测频次，开展专项

执法和重点监察，并纳入乡镇（街道）环境网格化监管。对

于自然环境可以消纳或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可以综合利用的

污染物，环保部门主动帮助企业走生态养殖之路，指导企业

采用生态养殖技术、生态产业链养殖模式和堆肥利用等，减

少污染排放，降低养殖成本。同时，采取舆论监督、群众举

报、热线受理、环境信用评价等措施，提高养殖企业治污减

排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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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则：名称解释

畜禽：指国家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畜牧法》第十一条规定公布的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品种，

包括猪、牛、羊、马、驴、驼、兔、犬、鸡、鸭、鹅、鸽、

鹌鹑等 13 类。

畜禽禁养区：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禁

止建设规模化畜禽养殖单元（以下简称养殖单元）的区域。

养殖单元包括规模化畜禽养殖场、规模化畜禽养殖小区和畜

禽养殖专业户。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指国家为防治饮用水水源地污染，

保证水源地环境质量而划定，并要求加以特殊保护的一定面

积的水域和陆域。

风景名胜区：指具有观赏、文化或者科学价值，自然景

观、人文景观比较集中，环境优美，可供人们游览或者进行

科学、文化活动的区域。包括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风

景名胜区以国务院及各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名单为准，

范围按照其规划确定的范围执行。

自然保护区：指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

保护对象所在的陆地、陆地水体或者海峡，依法划出一定面

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包括国家级和地方级自然保

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按照国务院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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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公布的自然保护区范围执行。

城镇居民区：指常住人口在 1000 人以上的城镇建成区、

工矿区、开发区、农场林场的场部驻地等区域。

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指以培养人才，发展文化、科学、

技术为主的区域。根据城镇现行总体规划，动物防疫条件、

卫生防护和大气环境保护距离等要求，因地制宜，兼顾城镇

发展，科学设置边界范围。

生态保护红线区：指生态保护红线所包围的区域。生态

保护红线是指依法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

弱区等区域划定的严格管控边界，是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

底线。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生猪存栏量 500 头以上；

牛存栏量 50 头以上；鸡存栏量 1 万只以上；鸭鹅存栏 1000

只以上；羊存栏量 200 只以上；兔等经济动物存栏量 1000

只以上。其他畜禽种类标准由各地根据所辖区行业实际情况

和环境管理要求提出意见，报省畜牧、环保部门确定。

畜禽养殖专业户：生猪存栏量 100 头以上；牛存栏量 20

头以上；肉鸡存栏 5000 只以上；蛋鸡存栏 2000 只以上。其

他畜禽种类标准由各地根据所辖区行业实际情况和环境管

理要求提出意见，报省畜牧、环保部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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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饮用水水源地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范围

编号 水源名称
水源类型/

水井数量
水井编号

取水井（口）位置 禁养区面积

（ha）经度 纬度

1 岫岩水源 地下水源 岫岩树地 123.2492° 40.2954° 8.6785

2 农村水源 地下水源

雅河、杨家

堡、三家子、

药山、石灰

窑、兴隆、黄

花甸、大营

子、苏子沟、

哨子河、偏

岭、新甸、哨

子河、龙潭、

前营子

3.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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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以城镇居民区为中心划分畜禽禁养区范围统计表

序号 城镇居民区 禁养区面积（ha） 备注

1 中心城区（阜昌、兴隆、雅河） 2261.53

2 三家子镇 47.59

3 石庙子镇 96.14

4 黄花甸镇 168.11

5 大营子镇 104.09

6 苏子沟镇 60.95

7 偏岭镇 228.22

8 哈达碑镇 45.43

9 新甸镇 147.08

10 洋河镇 136.96

11 杨家堡镇 23.52

12 清凉山镇 49.29

13 石灰窑镇 31.48

14 前营镇 29.35

15 龙潭镇 36.71

16 牧牛镇 62.12

17 药山镇 54.23

18 大房身镇 27.14

19 朝阳镇 44.58

20 红旗营子乡 4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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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岭沟乡 33.34

22 哨子河乡 39.75

总计 37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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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畜禽养殖禁养区面积统计表

项目

禁养区

水源地保

护区
风景名胜区 自然保护区 城镇居民区

面积（ha） 12.4887 50 53.358 3712.55

所占比重

（%）
0.002 0.011 0.012 82.4

注：1.上表统计仅为畜禽养殖禁养区面积，非禁养区面

积为岫岩满族自治县辖区总面积减去各类禁养区的面积；

2.以城镇居民区为中心划分的畜禽养殖禁养区范围与

以水源地为中心划分的畜禽禁养区有部分重合，所以上表中

的各类禁养区面积占辖区总面积的比重为单独核算。

3.生态保护红线区由鞍山市统一划定，其他法律、法规、

行政规章规定的禁养区范围按照相关法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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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全县禁养区类型及总面积

序号
禁 养 区

类型

规模化畜禽养殖

场（小区）、养

殖专业户名称

养 殖

种类

养殖能

力

统计

日期
责任分工 总面积

1
水 源 保

护地
无

2024

年 底

前

生态环境分局负

责制定畜禽养殖

禁养区方案；农

业农村局负责确

定关闭搬迁时限

和责任分工，财

政局负责做好禁

养区划定工作的

费用保障，依据

相关规定做好关

闭搬迁养殖企业

和搬迁后生态修

复等费用保障，

各镇（区）负责

关闭搬迁工作的

组织实施。

3828.39

平方公里

2
自 然 保

护区
无

3
风 景 名

胜区
无

4
城 镇 开

发边界
无

附图：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