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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 XXXX提出。 

本文件由 XXX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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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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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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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供种养结合产业扶贫项目运营管理过程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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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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猪-沼-果、粮（菜）”循环农业项目建设的项目条件、项目预期成效分析、工作职

责、项目运行与管理、项目评价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猪-沼-果、粮（菜）”循环农业项目的运营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 17824.1  规模猪场建设 

GB/T 17824.3  规模猪场环境参数及环境管理 

GB 18596  畜药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NY/T 388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NY/T 1169  畜肉场环境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NY/T 1220.1  沼气工程技术规范 第 1部分：工程设计 

NY/T 1220.3  沼气工程技术规范 第 3部分：施工及验收 

NY/T 1222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沼气工程设计规范 

NY/T 1568  标准化规模养猪场建设规范 

NY/T 2374  沼气工程沼液沼渣后处理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猪-沼-果”生态循环农业  "Pig-biogas-fruit" ecological circular agriculture model 

“猪-沼-果”生态循环农业模式是利用山地开发一片果园，建设一个猪场。建设一个沼气池，猪场

的粪便进入沼气池产生的沼气可用作燃料或照明，沼气废液用作果园的有机肥。使种植养殖产业有机结

合的一种农业模式。   

3.2  

    规模化猪场   Intensive pig farms 

规模化养猪场是指按照适度规模集中饲养的养殖场，可根据其养殖数量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年出栏

10 000头以上商品肉猪的为大型规模化猪场，年出栏 3 000头～5 000头商品肉猪的为中型规模化猪场，

年出栏 3 000头以下的为小型规模化猪场。根据猪场的生产任务和经营性质的不同，又可分为母猪专业

场、商品肉猪专业场、自繁自养专业场、公猪专业场。 

4 项目条件 

4.1 项目区 

4.1.1 项目区场址选择应结合法律法规、当地土地利用发展规划和村镇建设发展规划。 

4.1.2 场地应水源充足、排水畅通、供电可靠、交通便利。 

4.1.3 宜选择地势平坦，土地宽广的农区，附近建有蔬菜地、果园或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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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应避开冲击沟及易发生山体滑坡、山洪及泥石流的地段。 

4.1.5 畜禽场距离周边居民区 5公里以上，应选在居民区常年主要风向的下风口处，环境要求按照 NY/T 

388 执行。 

4.1.6 蔬菜、果园、农田用土壤应无重金属或其他有害物污染等。土壤环境质量符合 GB 15618 中农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的要求。 

4.1.7 灌溉用水质量要求符合 GB 5084规定，且水源地周边无污染源。 

4.2 设备设施条件 

4.2.1 规模化猪场的建设应符合 NY/T 1568相关技术标准，宜采用阶段饲养和全进全出工艺。猪场设

备基本参数应符合 GB/T 17824.3 的规定。 

4.2.2 标准化规模养猪场的各类建筑应根据建设地区的气候条件、建筑物的用途及建筑场地条件，按

照有利生产、经济合理、安全适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和方便施工的原则，确定建设方案。 

4.2.3 猪舍建筑形式可选择开敞式或有窗式。分娩及保育猪舍宜采用小单元设计，便于猪群全进全出。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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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气工程的设计和建

设应符合 NY/T 1222的规定。 

4.2.5 沼气罐的选择应符合 NY/T 1220.1 的相关规定。 

4.2.6 沼气发电机组应符合 NY/T 1223的相关规定。 

4.2.7 沼液浓缩系统以保证仪器设备性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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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帮扶对象条件 

4.3.1 帮扶对象不限年龄，不限性别，身心健康，无传染性疾病。具有基本劳动能力，能够承担养殖、

种植、沼气发电设备维护等相关工作。 

4.3.2 帮扶对象热爱从事相关工作，能主动学习并接受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指导培训。 

4.3.3 有合适种植土地流转的农户。 

4.4 其他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将更有利种养结合项目实施： 

——养殖周边大量农田； 

——所在地区（县、乡镇）政府扶持力度大； 

——将种养结合项目与光伏发电有机结合，实现土地与空间的高效利用，提高收益。 

5 项目预期成效分析 

5.1 成本投入 

5.1.1 固定资产投入：全部工艺设备，给排水，电气，土建工程以及其他种猪、苗木等投入。 

5.1.2 其他：流动资金投入。 

5.2 预期收益（按帮扶对象计算） 

总收益包括：全年就业收益、土地租金年收益、土地入股年分红、扶贫资金股份分红收益、特色产

业销售收益，总收益计算如下： 
54321 pppppp   

式中： 

P——年总收益； 

P1——全年就业收益； 

P2——土地租金年收益； 

P3——土地入股年分红； 

P4——扶贫资金股份分红收益； 

P5——特色产业销售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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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脱贫周期 

脱贫周期计算公式如下 

IIPT  )(  

式中： 

T——脱贫周期； 

P——总收益； 

I——总投入。 

6 工作职责 

6.1 扶贫组织工作职责 

6.1.1 所在地区扶贫组织应通过调查调研，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种养循环农业发展规划（计划），包

括种养目标、种养内容、市场分析、保证措施等。 

6.1.2 制定相关政策，在组织建议、人员培训、品牌建设、质量安全监测、种养示范基地等方面对帮

扶实施主体依法给予政策保障。 

6.1.3 对帮扶实施主体或对帮扶对象在农业投入品、农业机械、种养基地道路建设、灌溉、排水等基

础设施给予补贴。 

6.1.4 对帮扶实施主体在资金使用、项目进度、扶贫效果等方面进行监督及考评。 

6.2 帮扶实施主体职责 

6.2.1 掌握帮扶对象对种养殖的积极性、学习知识的能力，土地资源情况，种养推广存在的问题，对

接扶贫组织实现项目落地，落实资金政策。 

6.2.2 根据帮扶对象拥有的土地资源、劳动力现状，确定种养方式、种养规模等。确定种苗、肥料等

提供数量、规模等，开展技术培训的内容、时间、次数、提供服务的项目和内容、产品收购、销售计划

及合同等。 

6.2.3 在标准化技术应用和监控、产品质量控制、产品收购等方面履行主体职责。 

6.2.4 对帮扶对象转包、出租、转让及入股等方式流转承包地入股的，按规定分红及就业增加帮扶对

象收入。 

6.3 帮扶对象职责 

6.3.1 自觉接受标准化养种植技能培训和指导，按规程操作，树立勤劳致富的观念。 

6.3.2 自觉接受监管，尤其在农药、肥料、饲料等投入使用上严格控制。 

6.3.3 按照协议规定，按量提供符合质量要求的种养产品或提供符合规定要求的劳务。 

7 项目运行与管理 

7.1 项目运行模式 

项目采用“扶贫组织十帮扶实施主体+帮扶对象”模式组织运行，案例参见附录 A。其中帮扶实施

主体是以种养循环农业龙头企业、大、中型专业合作社为主；帮扶对象是参加种养循环农业的贫困户等。 

7.2 项目合同签订 

7.2.1 扶贫组织与帮扶实施主体之间、帮扶对象等主体之间的协议应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及分工。 

7.2.2 扶贫组织向帮扶实施主体提供给帮扶内容包含但不限于： 

a) 制定 5年发展规划； 

b) 明确帮扶对象及数量； 

c) 帮扶资金数量或生产用物资补助数量、给付方式和到位时间； 

d) 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监督考核方式、方法、时间点段、考核标准及绩效奖惩办法。 

7.2.3 帮扶实施主体权利义务： 

a) 发挥资金、技术、市场优势，研究最佳种养循环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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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延伸产业链； 

c) 打造产品品牌。 

7.2.4 帮扶实施主体与帮扶对象之间的协议内容应包含但不限于: 

a) 技术服务的次数、方式、时间范围以及所要达到的目标； 

b) 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监督方式、方法、时间点段及考核标准； 

c) 生产资料、设备供应内容、数量及时间； 

d) 为帮扶对象提供技能培训、业务指导、参与种养； 

e) 支付托管资产性等收益。 

7.3 项目管理 

7.3.1 前期管理 

7.3.1.1 在确定开展种养精准扶贫工作前，扶贫组织应对本地区发展种养的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并

制定发展规划，依据发展规划确定帮扶实施主体和帮扶对象。 

7.3.1.2 扶贫组织与帮扶实施主体，帮扶实施主体与帮扶对象之间分别签订目标明确可行的合同。 

7.3.1.3 帮扶实施主体应根据帮扶项目和自身能力组建帮扶实施团队。 

7.3.1.4 帮扶实施主体对通过参与经营、就业创业方式增加收益的贫困人口，进行种养技术讲解，使

帮扶对象对种养技术、预期效益、自身参与能力等初步了解。评估帮扶对象种植意愿，有无合适的劳动

力、是否有诚信合作基础。 

7.3.2 中期管理 

7.3.2.1 帮扶实施主体实施企业生产管理，包括但不限于： 

——制定年度生产计划； 

——制定科学、实用、通俗易懂的种植养殖，种养结合生产操作规程、管理规范等； 

——采取集中授课.现场指导、老带新互助、发放技术资料等多种形式开展培训； 

——按照合同内容派发给帮扶对象生产资料等，在种养生产关键环节和关键时期，重点加强现场指

导和监督管理； 

——完善各项生产记录。 

7.3.2.2 就业、创业、贫困人员在种养殖中心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执行帮扶实施主体制定的生产操作规程和管理规范等； 

——及时做好各项生产记录。 

7.3.3 后期管理 

7.3.3.1 帮扶实施主体应按购销合同（协议）的约定,及时对帮扶对象生产的产品及时进行验收，并保

证按照约定以不低于保护价统一收购，当场结清贷款。 

7.3.3.2 帮扶对象以托管资产性收益的，应按合同（协议）规定按时结算。 

7.3.4 项目监督 

扶贫组织应对帮扶实施主体在技术服务、物资采购、产品购销、帮扶实施主体生产结算关键环节等

进行监督，及时发现问题并与纠正。 

8 项目评价 

8.1 评价内容 

8.1.1 扶贫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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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 评价项目规划的科学性、实用性，有效性。 

8.1.3 评价项目实施过程中各方责任履行情况，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猎施是否有效。 

8.1.4 评价该项目占本区扶贫项目比重，本项目贫困人口脱贫比率，本项目贫困人口人均收益以及产

品质量提高品牌提升等内容。 

8.2 评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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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项目由当地扶贫组织负责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实施监管评价，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和任务完成情况 

进行阶段性评价。 

8.2.2 评价可采用听取帮扶实施主体、帮扶对象代表成果汇报，检查各项记录资料、现场检查、专家

评审、贫困户及周围农户走访等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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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猪-沼-果、粮（菜）”循环农业项目典型案例 

A.1 扶贫项目基本情况 

扶贫项目基本情况见表 A.1。 

表A.1 扶贫项目基本情况 

案例名称 江苏洋宇生猪养殖循环农业标准化试点 

所在地 江苏省 泰兴市 新街镇 李荡村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 3150 贫困发生率 5.18% 

项目起始时间 2012.8 投资回收周期年 20 

产业类型 
种植 林业 养殖 水产 能源 加工 旅游 服务 

其他（    ） 

特色产业 
猪-沼-果、粮（菜） 

循环农业 
风险性 高  中  低 

经营主体 

龙头企业 

合作社 

家庭农场 

专业大户 

新型职业农民 

其他（政府） 

利益联结机制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 

龙头企业+农户 

光伏+循环农业+扶贫 

其他（          ） 

标准化试点示范名称 江苏洋宇生猪养殖循环农业标准化试点 

带动贫困人口数量 1265 贫困人口年均收入/元 24000 

总投入/万元 46000 总产出/万元 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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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扶贫模式做法 

A.2.1 帮扶方式 

A.2.1.1 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创新利益联结机制，通过成立泰兴市盛泰畜牧合作社、泰兴

市农机专业合作社与农户建立了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强化科技服务，实行订单养殖，公司与农户签订

养殖协议，明确最低收购保护价，确保农民利益。并且定期派专业人员给以技术指导，降低生产经营风

险，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专业技能及市场地位，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达到农户

增收、企业增效的目的。 

A.2.1.2 积极参与老区扶贫攻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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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2 具体帮扶措施及成效 

A.2.2.1 扶贫资金变股份 

新街镇政府利用小额扶贫贷款贴息政策，采取 “银行＋政府＋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贫

困户）”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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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扶贫小额

贴息贷款（2 万元/户，共 265 户，计 530 万元），由镇政府担保，用于委托公司寄养生猪 4400 多头。

根据协议，扶贫贷款资金所养生猪产生收益的 60%用于贷款低收入农户的分红。通过该项目实施，265

户年收入不足 7000 元的低收入农户每人获得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的现金分红，2016 年农户年增加收

1170元左右，2017年和 2018 年，农户年收入可达 2400元左右。 

A.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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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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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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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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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慰问特困户 2万元；每年出资 2.4万元供养 1名五保户。 

A.3 标准化建设与实施 

A.3.1 标准体系构建 

建立了以技术标准体系为主体，包括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的标准化体系，其中技术标准体系下生猪、

蛋鸡、梨、桃、水稻、小麦、沼气发电七个模块。 

A.3.2 标准体系实施措施 

2018 年利润/万元 1044 年平均利润率/%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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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沼-果、粮（菜）”循环农业标准化试点建设依据 NY/T 388、NY/T 1568、NY/T 2374、NY/T 1222

等相关标准要求。 

A.3.3 标准化实施成效 

“猪-沼-果、粮（菜）”循环农业标准化试点建设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降低了生产成本，

实现了粪污资源化利用，保障获得持续、稳定的扶贫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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