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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 “猪-沼-果、粮（菜）”循环农业 

项目运行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根据《国家标准委办公室关于开展农业产业精准扶贫

标准化有关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由江苏洋宇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共同起草了《精准扶贫  “猪-

沼-果、粮（菜）”循环农业项目运行管理规范》指导性技术文件

的编制工作，经国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批准，正式列入 2019 年推

荐性国家标准计划，项目编号为 20194378-T-424。 

（二）本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实施精准扶贫方略，

推动了我国扶贫战略实现重大转变。2015 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提出精准扶贫战

略，要求在对贫困人口实行精准识别和建档立卡的基础上，根据

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

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的工作标准，采取多种形式实现脱

贫目标，包括发展特色产业脱贫、引导劳务输出脱贫、结合生态

保护脱贫、实施易地搬迁脱贫、着力加强教育脱贫、开展医疗保

险和医疗救助脱贫、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兜底脱贫、探索

资产收益扶贫，并健全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残疾人

关爱服务体系。《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要求到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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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要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实现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2017 年以来，随着脱贫攻坚战深入推进，习近平总书

记进一步指出，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全过程都要

精准。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坚持大格局扶贫，要

打牢精准扶贫基础，通过建档立卡，摸清贫困人口底数，做实做

细，实现动态调整；要提高扶贫措施有效性，核心是因地制宜、

因人因户因村施策，扶贫小额信贷、扶贫再贷款等政策要突出精

准。这意味着扶贫工作应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优先关注事项，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应突出扶贫主题，政府工作也应首先围绕 

2020 年全面脱贫目标展开。 

种养结合，改变传统的农业模式，用精细化立体农业代替规

模化农业，用循环经济农业代替农副产品深加工，用套种套养方

式解决市场价格波动问题，用种养结合方式解决单一农业产出过

低问题，用产业链延伸促使生产废弃物变废为宝，大力发展循环

农业，既符合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可成为精准扶贫的有效

手段。将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与扶贫相结合，既有利于打好扶贫攻

坚战，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又能保证扶贫的可持续发展。 

为指导地方政府做好种养结合循环农业项目，推动乡村振兴

的有效实施，结合江苏洋宇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种养结合带动精准

扶贫的实践情况，根据《国家标准委办公室关于开展农业产业精

准扶贫标准化有关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本工作组组织开展了《精

准扶贫  “猪-沼-果、粮（菜）”循环农业项目运行管理规范》

指导性技术文件的编制工作，由江苏洋宇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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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省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等单位具体承担。 

以沼气为中心的种养循环农业，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管理不尽

完善、规范，比如三沼利用率不高，沼液的不合理使用等，本标

准的起草单位之一江苏洋宇生态农业农业有限公司，联合江苏省

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开展沼液的浓缩技术、沼渣生产有

机肥项目，由此主导制定的运行管理规范，在业内起到很好的引

领，使“猪-沼-果、粮（菜）循环农业”项目更科学的发展。具

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促进种养结合模式的复制、推广。 

通过标准编制，能够系统总结精准扶贫新理念新模式，将“猪

-沼-果”、“猪-沼-粮”、“猪-沼-菜”产业项目建设工作中好

的做法、好的经验以及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固化形成可复制可推广

的技术指导文件，便于各地在实施种养结合项目建设时有遵循、

有参照，确保产业建设规范、高效、绿色、安全、可持续发展。 

2、提升循环农业扶贫建设质量、服务水平。 

通过标准指导全国范围内种养结合扶贫项目的建设运营、职

责分工、管理维护、预期成效分析、项目评价与管理等内容，增

强产业扶贫工作的实效性。根据标准内容对已建成的规模养殖场

采取有效措施，着力提高管理水平和利用效率，促进产业健康发

展。 

3、保障循环农业运行管理建设成效。 

该标准为循环农业产业运行管理建设资金来源、政策扶持等

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督促项目优先为有工作能力的贫困人口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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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老年人、留守妇女提供就业岗位。通过明确县、乡、村集体组

织领导职责分工，加强了组织领导，强化了协调配合，形成了工

作合力，为循环农业产业的运营管理提供了组织保障。 

（三）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技术文件起草小组 

为确保技术报告编制工作的顺利开展，项目立项后，由江苏

洋宇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成立

了指导性技术文件起草小组，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确

定了各单位间的组织分工。 

2.资料收集及前期调研 

承担该项目后，编制组收集了“猪沼果、猪沼菜、猪沼粮”

循环农业产业运营相关政策文件及文献资料，并对江苏洋宇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种养结合带动精准扶贫的实践情况开展了实地调

研。主要包括： 

（1）循环农业产业相关扶持政策； 

（2）应具备项目条件； 

（3）项目相关职责分工； 

（4）项目组织与运行； 

（5）项目预期成效分析； 

（6）项目评价与管理等； 

（7）循环农业产业的精准扶贫典型案例等。 

3.形成技术文件征求意见稿 

2020 年 7 月，召开了第一次国标草案研讨会，标准起草组在



5 
 

广泛听取领域内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再次对标准的框架和技术内

容进行梳理，，包括项目条件、职责分工、项目组织与运行、项

目预期成效分析、项目风险规避措施、项目评价与管理等方面内

容，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编制原则 

1.参照国家规定，注重权威性 

该技术文件的编制紧密结合 2018 年中央一号文《全面部署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20）》及

《“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及《江苏省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等法律法规。 

2.扶贫为本，注重贫困群众参与 

循环农业产业扶贫的根本目的就是带动贫困户脱贫，该技术

文件在用工人员、工作制度、收益分配、组织领导等方面，对贫

困群众的利用加强了保护。积极引导贫困户不限年龄，不限性别，

可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养殖、种植、沼气发电设备维护等相关工作，

实现家门口就业。 

3.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该技术文件主要参考江苏洋宇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扶贫模式的

经验，因各地区地域差异，地区间发展不均衡，因此发展“猪沼

果”、“猪沼粮”、“猪沼菜”循环农业模式过程中可根据当地

发展不同阶段的要去，合理确定各项指标的限值，因地制宜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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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精准扶贫，来推进生态农业产业的进一步深化。 

（二）标准确定论据 

技术文件在编制过程中重点引用和参考相关法律、中央国家

各部委的政策文件、指南和发展规范、各地的政策及技术文件等，

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江苏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2018 年中央一号文《全面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2018 年农业部一号文《关于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

快推进农业转型升级的意见》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20）》 

 《“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 

 《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 年)》 

 《农业综合开发区域生态循环农业项目指引（

2017-2020 年）》 

 《关于加快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指导意见》 

 《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建设方案》 

 《江苏省“十三五”现代农业发展规划》 

 《江苏省“十三五”生态循环农业规划》 

 2020 年中央一号文《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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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 

 GB 5084-2005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18596-2001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33000-2016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 

 NY/T 388-1999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NY/T 1169-2006 畜禽场环境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NY/T 1222-2006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沼气工程设计规

范 

 NY/T 2374-2013 沼气工程沼液沼渣后处理技术规范 

 DB32/T 389-2000 商品猪  

 DB32/T 387-2000 猪饲养管理技术操作规程  

（三）标准的主要内容 

1.主要构架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标

准技术框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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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内容及依据来源 

（1）项目条件 

本部分结合“猪-沼-果、粮（菜）”循环农业项目建设实际

需求，从自然条件、设备设施条件、人员条件等 4 个方面做个相

关要求。主要指标及制定依据如下： 

a.自然条件 

养殖场优先选择平坦农区，土地宽广，附近林地或农田充足，

应避开冲击沟及易发生山体滑坡、山洪及泥石流的地段，畜禽场

距离周边居民区 5 公里以外，环境要求按照 NY/T 388-1999 执行。 

b.设备设施条件 

规模化猪场的建设应符合 NY/T 1568-2007 相关技术标准。沼

气工程的设备应考虑当地的温度、相对湿度、水源、电源等环境

条件，沼气罐的选择应符合 NY/T 1220.1-2006 的相关规定；沼气

发电机组应符合 NY/T 1223-2006的相关规定；沼液浓缩系统以保

精准扶贫  “猪-沼-果、粮（菜）” 

循环农业项目运行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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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仪器设备性能、质量为前提，要体现技术先进、可靠和经济实

用的原则，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c.人员条件 

帮扶对象不限年龄，不限性别，门槛低，热爱从事相关工作，

能主动学习并接受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指导培训。可根据自身

条件选择养殖、种植、沼气发电设备维护等相关工作。 

(2)职责分工 

“猪-沼-果、粮（菜）”循环农业项目管理是以解决贫困群

众就近就业为手段的脱贫模式，政府部门有相应的政策扶持，给

予企业一定的资金补助。本部分内容主要结合实际需求及指导意

见，从政府主要工作内容、帮扶实施主体职责、帮扶对象职责三

个方面规范了循环工业项目运营管理过程中额职责分工。 

(3)项目运行 

该部分内容从项目运行模式、项目组织领导机制、项目运行

管理机制、项目合同签订、项目风险分析等内容作了相关规定。 

a.项目运行模式 

可采取项目自建和项目共建两种模式。项目自建由公司统一

规划、统一品牌、统一管理、统一治污。项目共建，实行单位一

把手负责制，集中建设、分区管理。以江苏洋宇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为例，总结了五种帮扶模式： 

一是扶贫资金变股份。采取“龙头企业+政府+银行+农户（贫

困户）”的形式，与新街镇政府签定了结对帮扶协议，在公司开

展扶贫资金变“项目股份”试点项目，低收入农户向农商银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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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扶贫小额贴息贷款，由镇政府担保，用于委托公司寄养生猪，

按投资比例分红，这样既避免了个人的养殖风险，提高效益，又

能保证经济利益。 

二是流转土地年分红。2013 年，公司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

与新街镇李荡村 140 户签订 173.05 亩的土地租用协议，用于发展

养猪，年租金为 1000 元/亩。同时，公司将注册资金的 5%作为 140

户农户的干股，每年每户分红 150 元左右。  

三是吸纳用工促增收。公司建有年产 12000 吨的有机肥厂，

高品质桃梨果园 1500 亩，园内种植红豆衫、花木苗圃等，放养北

京油鸡 3.5 万羽；园外种植 3600 亩优质水稻田，搭建高效智能大

棚 300 亩。共吸纳本地常年用工 105 人、人均月薪 4000 元左右；

临时用工 80 多人，每人每天获取劳务收入 80 元左右，既美化了

环境，打造了生态旅游观光点，又带动农民就业增收。  

四是技术引领带致富。公司依托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南京农

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省农牧职业技术学院等相关合作科

研院所，在良种繁育、饲养管理、疾病防控、生物能源开发、花

卉苗木等方面，为周边农户做好基地示范、免费提供技术指导服

务。先后带动 30 多户从事种养业发展。  

五是社会责任勇担当。公司每年出资 15 万元，支持企业所驻

村发展村级经济。近年来，用于支持村里主干道等公共设施建设

30 多万元；出资 52.6 万元新建 500 平方米的便民服务中心，并配

齐办公设施；利用生猪干粪及粪渣沼气发电，免费提供 30 户用电。

另外，对于丧失劳动力的贫困户，公司每年向特困户发放慰问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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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每年出资 2.4 万元供养 1 名五保户。 

b.合同签订 

合作社、种养大户、贫困户（帮扶对象）等参与项目建设实

施的各主体，明确帮扶责任和分工，共同签订帮扶项目实施协议。

给予项目技术指导的相关高校、科研院所，负责建设及运行前期

的可研技术服务等，保证项目技术目标、方案切实可行，以合同

方式确立双方关系。 

(4)项目预期成效分析 

该部门结合实地调研及相关材料收集，规定了成本投入、预

期收入等内容。脱贫周期平均为一年。年总收益=全年就业收益

20000-25000 元/年+土地租金年收益 1000 元/亩+土地入股年分红

150 元+扶贫资金股份分红收益 2400 元，预计全年总收益为 24000

元。 

(5)项目评价与管理 

为确保项目实施后的效果及过程管理，按照所签订的帮扶项

目实施协议，对项目实施效果进行评价，主要评价内容包括帮扶

责任、分工落实情况、贫困户收益。同时，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和

完成情况，进行年度考核，考核可采用现场检查、专家评审、贫

困户走访等方式。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标准为首次自主制定，不涉及国际国外标准采标情况。  

四、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



12 
 

要求。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六、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七、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针对循环农业项目运行管理规范的指导性技术

文件制定的国家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建议在全国种养结合产业

扶贫项目运营管理过程中实施，并将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好

的改进建议反馈起草组以便进一步对本标准的修订完善。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不涉及对现行标准的废止。  

 

 

 

《精准扶贫“猪-沼-果、粮（菜）”循环农业项目运行管理规范》 

国家标准起草组 

2021 年 4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