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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概 要

项目名称：威宁自治县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9 年能繁母牛

品种改良补贴项目

项目实施单位： 威宁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项目实施单位法人代表：罗永宽 联系电话：0857-6222258

项目主管单位： 威宁县扶贫办

项目主管单位法人代表：张海 联系电话：0857-6222931

技术依托单位：威宁县农业农村局

项目建设性质： 新建 [填“新建”或“续建”]

资金专项：2019 年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支持贫困地区农

业生产发展用于畜牧产业发展<一县一业>专项资金）300 万

元

项目建设地点： 威宁县所有品改点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养殖的能繁母牛品

种改良进行补贴，每配种成功一头牛补贴建档立卡贫困户

100 元，共补贴 3 万头。

项目建设期限：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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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区基本情况

（一）项目区概况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西北部，北、西、

南 3 面与云南省毗连，是贵州省面积最大的民族自治县，毕

节市辖县，面积 6298 平方公里。

（二）产业发展条件与现状

威宁县作为中国南方最大的草地生态畜牧业基地县，是

贵州省生猪养殖大县，2007 年被贵州省列为草地生态畜牧

业产业化发展重点县之一，2009 年又被列为贵州省百万只

羊基地建设县。威宁县始终坚守绿色环保底线，稳定生猪发

展，大力发展牛羊、生态家禽产业，加快畜牧业增长方式转

变，通过项目整合，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推动了全县畜牧业

的跨越发展，截至 2019 年第二季度，全县牛存栏 32.07 万

头，出栏 4.76 万头，肉牛养殖已成为全县农民增收的主要

产业之一。

威宁县属于农业大县，主要以种植马铃薯、玉米、烤烟

等为主；养殖业主要为牛、黑山羊、猪等；养牛是老百姓最

为喜欢、接受的品种，按照当前的市场价格，发展肉牛养殖

是可行的、价值是可观的，是能致富的，群众自行养殖条件

成熟。

https://baike.so.com/doc/2658654-2807504.html
https://baike.so.com/doc/2546461-26896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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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建设内容与规模、项目性质及实施单位

建设内容：申请财政扶贫资金 300 万元，对建档立卡

贫困户养殖的 30000 头能繁母牛品种改良进行补贴，财政扶

贫资金直补到建档立卡贫困户。

各乡镇（街道）品改点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乡镇（街道） 品改点地点 品改员 联系方式 备注

1 岔河镇 岔河社区 解天贤 13721599665

2 大街乡 嘎基村 杨 君 15934783282

3 东风镇 圆木村 赵英艳 13984471241

4 斗古镇 斗古社区 张广东 13638187371

5 二塘镇 梅花村 马 筛 13885753069

6 观风海镇 沙子村 王 金 18386205541

7 观风海镇 海丰村 徐浩飞 15117573603

8 海拉镇 海明村 浦鸿飞 18386313170

9 黑石头镇 四营村 浦省军 15086328657

10 黑石头镇 新河村 苗天军 15085327501

11 黑石头镇 水平社区 虎恩斌 13638150256

12 黑土河镇 黑土河村 张 彪 15902662963

13 金斗镇 红石社区 杜 军 13984708577

14 金钟镇 金钟社区 史学欢 13238521605

15 龙场镇 龙丰村 朱德科 15085701259

16 龙场镇 白岩村 李家国 15085810312

17 龙街镇 大寨村 韩 军 15934702741

18 龙街镇 朝阳村 白海军 15934702741

19 炉山镇 勤光村 刘显兵 15885219552

20 麻乍镇 二田村 王定清 18285747589

21 麻乍镇 双河村 李文明 18786502917

22 麻乍镇 戛利村 桂龙德 15934791004

23 么站镇 平原社区 苏国林 15597965800

24 么站镇 么站社区 唐成光 15885254251

25 牛棚镇 鱼塘村 张文成 13885757174

26 石门乡 年丰村 王 荣 15117666329

27 石门乡 女姑村 陈文普 13885704108

28 双龙镇 大地村 施辉朝 13595723607

29 兔街镇 高原村 梁正怀 13985366143

30 兔街镇 兴荣村 杨绍先 1398536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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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五里岗街道 寒洞社区 陈战国 13984561537

32 小海镇 新光村 程宗明 15985434587

33 小海镇 小海社区 周世华 15934701144

34 小海镇 营丰村 施绍全 15885298153

35 新发乡 联合村 杨学礼 15186065369

36 新发乡 中寨村 孔安太 13908576263

37 秀水镇 中海村 陈昌省 13721523558

38 秀水镇 田坝村 王 静 13595777751

39 雪山镇 灼甫村 胡盛泉 13398573525

40 雪山镇 栽树社区 贾 允 13885781473

41 雪山镇 雪山村 程朝忠 13984581337

42 雪山镇 发地村 蒋金全 13885793295

43 盐仓镇 娱满村 邓先明 15934721656

44 羊街镇 蛇街村 赵 荣 13595709729

45 羊街镇 矿山村 程朝品 13595729074

46 迤那镇 大山村 陈志军 15885291088

47 迤那镇 文昌村 王 龙 18212696005

48 迤那镇 三星社区 黄开学 13885721309

49 玉龙镇 田坝村 马 瑞 15752401033

50 玉龙镇 大寨村 饶召华 15934718706

51 玉龙镇 和平村 孟发银 13984722665

52 云贵乡 群峰村 王开志 15985456963

53 哲觉镇 瓦竹村 丁玉红 15934741646

54 哲觉镇 哲觉社区 母昌荣 15121541001

55 哲觉镇 海田村 符德伍 14736424908

56 哲觉镇 营坪村 刘 玲 15902595737

57 中水镇 新光村 王健康 15124512794

58 中水镇 石板河村 阮兰省 15085389598

59 中水镇 瓦厂村 兰明怀 18798332374

60 板底乡 安坪村 刘力元 15885249622

61 哈喇河镇 哈喇河村 林 波 13985577053

62 猴场镇 木块村 刘 善 15597836908

二、项目性质：新 建

三、实施单位：威宁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四、组织实施方式：

建档立卡贫困户养殖的能繁母牛由全县 62 个品改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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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输配，品改点做好配种记录（各乡镇（街道）向辖区内品

改点提供建档立卡贫困户名单）。补贴时间段为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之间成功配种的能繁母牛，建档

立卡贫困户养殖的能繁母牛配种费由品改点按照市场价收

取，建档立卡贫困户先行垫付，财政扶贫资金按季度（按照

100 元/头的标准）拨付给建档立卡贫困户，由自治县畜禽

品种改良站于每季度第一个月 15 日前对接各乡镇（街道）

和品改点收集、复核并认定上一季度配种花名册及相关资料

向县财政请款划拨。

五、补贴对象界定：全县 39 个乡镇（街道）建档立卡

贫困户饲养的能繁母牛，配种由所在辖区品改点进行输配

（本交不算入实施范围）；建档立卡贫困户所饲养的能繁母

牛由于牛本身疾病等原因造成人工配种多次（3 次及以上）

未配上，并经畜禽品种改良站核实不是品改员造成的。没有

饲养能力或外出务工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所属的由村社一体

生态畜牧业发展合作社代养或安排其他社员代养的怀孕母

牛；补贴对象必须是本乡镇区域内品改点输配的能繁母牛。

三、项目建设标准及技术方案

建档立卡贫困户饲养的能繁母牛以成功怀孕为准，连续

配种 3 次仍未成功怀孕的，由品改点向自治县畜禽品种改良

站报告，品改站派专家会诊，对无法受孕的母牛育肥销售。

项目实施过程中，品改站做好技术指导。

四、项目投资概算及资金来源

（一）项目总投资 300 万元，属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申请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300 万元，按照 100 元/头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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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养殖的 30000 头能繁母牛人工配种改

良进行补贴。

资金来源于《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 2019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支持贫困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用于畜

牧产业发展<一县一业>专项）的通知》（黔财农〔2019〕91

号）。

五、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一：实施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2020 年 9 月完成项目

内容。

二：自查时间为 2020 年 9 月—10 月，自查验收阶段、

请求验收阶段。

六、项目实施保障措施
（一）组织领导措施

1、建立组织领导

为实施好威宁自治县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9 年能繁母牛

品种改良补贴项目，成立威宁县建档立卡贫困户能繁母牛品

改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罗永宽 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副组长：杜 敏 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高和平 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

成 员：各乡镇（街道）分管农业、扶贫的分管领导

刘显明 自治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岳 雍 自治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

易 鸣 自治县畜禽品种改良站站长

褚顺杰 自治县农业农村局计划财务股负责人

朱佳林 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发展股负责人

刘宇典 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兽医管理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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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扶贫工作站站长

领导小组下设技术服务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高和平 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

副组长：易 鸣 自治县畜禽品种改良站站长

成 员：杨德文 自治县畜禽品种改良站高级畜牧师

程均华 自治县畜禽品种改良站高级兽医师

付正仙 自治县畜禽品种改良站兽医师

宫 伟 自治县畜禽品种改良站畜牧师

各乡镇（街道）村兽防员

各品改点品改员

2、细化工作措施

召开群众动员大会和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对项目申报、

实施的目的意义、建设内容与规模、资金投入、管理方式、

扶持政策、管护制度等进行广泛宣传，充分调动群众参与项

目实施与管理的积极性，发挥贫困农户参与项目实施的主体

作用；严格按照项目批复的建设内容与规模、项目实施地点、

单位财政扶贫资金补助标准实施项目；把握财政扶贫资金投

向和产业化扶贫原则，瞄准贫困农户群体，相对集中连片开

发，发挥项目实施示范户的引领带动作用，确保财政扶贫补

助资金投放到项目实施贫困农户；加强调查研究，及时协调

解决项目实施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切实依法保障农户生产

经营中的合法权益。

（二）技术保障措施

充分利用全县 62 个品改点的品改资源，调动品改站专

业技术人员开展技术指导，切实做好品种改良技术服务。

（三）项目管理措施

1、项目管理 按照国家和省《财政扶贫资金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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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行办法》的要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项目公示

公告制、参与式扶贫制、标示标牌制、大宗物资采购招投标

制、工程质量监理制、评估验收制、档案资料建立健全制，

实行项目中期绩效评估与后期竣工自查验收，把绩效考评纳

入年度目标管理考核兑现奖罚。

2、资金管理按照国家《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财

政扶贫资金报账制管理办法》和《贵州省财政扶贫资金专户

管理暂行办法》、“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扶贫资

金使用管理改革意见”的要求，建立财政扶贫资金专户专账

专人管理责任制、严格按项目实施进度拨付资金制、资金使

用审计制，确保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的安全性和使用的有效

性。

项目竣工后，项目实施领导小组按照项目和资金管理规

定逐项进行自查，针对存在的问题加以整改，认为自查合格

后，组织相关人员验收，做好迎接项目验收的各项准备工作。
（四）服务体系措施

金融服务体系 充分发挥金融服务业推进产业化扶贫

的重大作用，积极鼓励和引导项目实施农户在金融机构贷款

融资，扶贫部门以扶贫项目贷款贴息和扶贫到户贷款贴息方

式，加大对项目实施农户的支持力度，增加产业化扶贫项目

的资金投入，加快产业化扶贫的发展步伐，切实增加项目区

农户的经济收入。

市场服务体系 在市场带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带专业合

作社、专业合作社带农户的产业链条上，加强产业关联度建

设，建立农户与市场、专业合作社与市场、龙头企业与市场、

农户与示范户、专业技术人员与农户与市场等利益连接机制

和技术、信息、市场服务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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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与贫困农户利益联结机制措施

建立健全贫困农户与经济合作组织、示范户、龙头企业

的利益联接机制；积极探索财政扶贫资金有偿无息使用机

制，严格按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封闭运行，建立产业化扶

贫发展基金，实现财政扶贫资金滚动使用、永续利用，提高

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益，为产业化扶贫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

七、项目预期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每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养殖 2 头能繁母牛，按照一头能繁

母牛一年产一胎，每头小牛销售 0.8 万元，可实现家庭增收

1.6 万元

（二）社会效益

发展肉牛养殖，让建档立卡贫困户有产业可发展，脱贫

成效可持续，解决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问题。

（三）扶贫效益

项目实施可带动 15000 户以上贫困户发展肉牛养殖，户

均增收 1.6 万元（每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养殖 2 头能繁母牛，

按照一头能繁母牛一年产一胎，每头小牛销售 0.8 万元，可

实现家庭增收 1.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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