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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5 年农业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金（省级畜牧部分）的通知

长财农指〔2025〕610 号

双阳区财政局、九台区财政局：

根据吉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5 年农业高质量发展专项

资金（省级畜牧部分）的通知》（吉财农指〔2025〕142 号），

现下达 2025 年农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省级畜牧部分）66

万元，其中，双阳区 31 万元，九台区 35 万元。执行中，收入

科目列“1100252 农林水共同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支出功能分

类科目列“213 农林水”相关科目，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列“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请按照《吉林省农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等文件要求，抓紧做好指标下达和项目组织实施等工作，农业

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畜牧部分）纳入转移支付预算执行常态

化监督范围，各级财政部门要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及时接收

登录预算指标，并保持“追踪”标识不变，依据预算管理一体

化转移支付监控模块，加强日常监管，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管理

使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二、此次下达资金全部按照项目实施进度核拨资金，具体

按照资金管理办法及细则执行。你区在收到上级调款后，要按

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尽快支付到最终收款人，不得

截留或挪作他用，涉及政府采购、政府购买服务内容按相关规

定办理。

三、按照绩效管理要求，现将 2025 年度农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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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金（省级畜牧部分）区域绩效目标表一并下达（详见附

件 2）。为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请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确保年度绩

效目标如期实现。

附件：1.2025 年农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省级畜牧部分）

明细表

2.2025 年农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省级畜牧部分）

区域绩效目标表

长春市财政局

2025 年 5 月 28 日



附件1：

2025年农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省级畜牧部分）明细表

单位：万元

地区

农业防灾减灾（动物防疫补助）

小计
肉牛大村购买

防疫服务

合计 66 66

双阳区 31 31

九台区 35 35



附件2

2025年农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省级畜牧部分）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资金名称 畜牧业发展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

省级财政部门 吉林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

资金

情况

年度金额（万元） 45007

其中：中央补助

省级资金 45007

地方资金

年度

目标

提升肉牛核心育种场核心群数量和供种能力 ，提高种公牛站种公牛数量和冷冻精液生产能力 ，提高梅花鹿种源保护水平；推动全省能繁

母牛数量稳定增长，提高种禽供种能力；促进育肥牛就地屠宰加工，增加本地肉牛屠宰量；打造吉林肉牛和梅花鹿区域公用品牌 ，提高

“吉字号”畜产品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广一批实用性强、可复制性高、应用效果好的畜禽养殖技术模式和优良畜禽品种 ；改变传统

秸秆处理方式，通过茎穗兼收高效获取优质秸秆饲料 ；稳步提升全省畜禽粪污综合利用水平 ；提升对动物的追溯管理能力和动物卫生信

息化监管水平；夯实“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基础，确保不发生大规模动物疫情；防止动物疫病扩散、有效控制和扑灭动物

疫情、防止病原污染环境；提升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收贮转运中心规范化建设水平 ；加强全省动物疫病防控，采购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

病疫苗、强免疫苗“先打后补”、落实养殖环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和强制扑杀补助 ，确保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

绩

效

目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支持畜禽养殖成熟技术集成应用与示范推广项目数量 （个） 10

支持国家级肉牛核心育种场数量（个） 6

支持国家级种公牛站数量（个） 6

支持国家级梅花鹿保种场数量（个） 2

补助肉牛屠宰增量（万头） 253995

补助国外、省外引进肉（奶）牛数量（万头） ≥1

补助国外引进祖代种禽企业数量（个） 3

从国外引进种禽数量（万只） ≥13

支持后补助畜禽新品种数量（个） 2

支持肉牛种用胚胎生产和推广使用企业数量 （个） 1

省内推广使用肉牛种用胚胎数量（枚） ≥2000

免费发放优质肉牛冻精数量（万剂） ≥85

支持设施畜牧业贷款贴息企业数量（个） ≥2

茎穗兼收作业面积（万亩） ≥20

支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试点项目数量 （个） ≥10

支持肉牛大村数量（个） 2918

屠宰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数量（包括产品折合成生猪）（头） 17729

支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收贮转运中心数量 （个） 5

购买动物耳标数量（万个） ≥2400

购买耳标钳数量（千个） ≥8

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数量（头） 2072680

养殖环节病死牛无害化处理补助数量（头） 59630

强制扑杀病死牛数量（头） 4

强制扑杀病死羊数量（头） 55

重大动物疫情应扑杀动物扑杀率（%） 100

质量指标

每个国家级肉牛核心育种场核心群数量提高比重 （%） ≥8

每个种公牛站种公牛数量和冷冻精液生产能力增长 （%） ≥8

强制免疫病种应免畜禽的免疫密度（%） ≥90

依法对重大动物疫情处置率（%） 100

免疫质量和免疫效果（除布病外其他病种的平均免疫抗体合格率 ）（%） ≥70

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发生率（%） 0

时效指标

重大动物疫情及时报告率（%） 100

全年已发放冻精使用率（%） ≥85

动物耳标签收率（%） 100

动物耳标发放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肉牛屠宰量同比增长（%） ≥53.8

肉类总产量（万吨） ≥319.5

养殖业产值同比增长率（%） ≥5.5

社会效益指标
因扑杀不及时造成重大动物疫情扩散次数 0

畜牧品牌曝光度（亿次） 5 

生态效益 全省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8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补助对象对政策实施的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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