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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云县畜禽养殖

禁养区划定调整方案》的通知

云县政办发〔2020〕15 号

各乡、镇、民族乡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

《云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调整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27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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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调整方案

“十为全面落实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及国家畜禽

养殖污染防治工作要求，合理优化畜禽养殖场(小区)的规划布局，

遏制畜禽养殖业污染不断加重的趋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动物防疫条件审查

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畜禽规模养殖污

染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水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

(HJ/T338-2007)、《畜禽养殖禁养送划定技术指南》、《云南省

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云南省规模养殖场养殖小区养殖规模

标准和备案规定》、《临沧市进一步提升城乡入居环境五年行动

计划(2016-2020 年)》、《临沧市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规划

(2016-2020)》、《云县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规划(2016-2020)》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划有关要求。根据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

于 2019 年 9 月对云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调研检查结果，

结合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国家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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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为依据，以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和改善

态环境质量为目标，结合云县生态保护与建设要求，调整优化全

县畜禽养殖业生产布局，开展畜禽养殖污染综合防治，实现畜禽

养殖废弃物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和生态化，促进畜牧业生产

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二、划定原则

(一)统筹兼顾原则

根据畜禽养殖不同种类对自然环境和条件的差异性要求，结

合区域河流水系、地形地貌及土壤类型特征，综合考量水环境和

土壤环境综合承载力，统筹兼顾畜禽养殖业发展规划与畜禽养殖

污染治理规划，促进畜禽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及畜禽养殖污染防

治的有效推进。

(二)科学合理原则

以依法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为基础进行划定，

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镇居民和文

化教育科学研究区，以及依照法律法规规定或根据当地环境功能

需求确需纳入禁养范围进行特殊保护的其他区域等边界确定方

法和范围划定原则为依据，严格按照保护目的和需要，科学合理

设置边界范围。

(三)协调一致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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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应与区域内生态保护红线制定、主体功

能区规划、生态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相协调，与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相适应，生态环境保护与农

业经济结构调整相一致。

(四)强制动态原则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后实行严格保护，执行严格的环境准入

制度与管控措施；禁养区划定后，原则上 5 年内不作调整，需要

调整时依据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制定的《畜禽养殖禁养区划

定技术指南》开展工作。

三、划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T338-2007)

《畜禽养殖禁养送划定技术指南》

《云南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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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规模养殖场养殖小区养殖规模标准和备案规定》

《临沧市进一步提升城乡入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

(2016-2020 年)》

《临沧市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规划(2016-2020)》

《云县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规划(2016-2020)》其它有关法律

法规和技术规范。

四、划分类型

(一)禁养区

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

(小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畜禽养殖场(小区)的区域。

(二)适养区

指除禁养区以外的区域，原则上可作为畜禽适养区。

五、术语和定义

(一)畜禽养殖场(小区)

指达到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养殖规模标准的畜禽集中饲养

场所。

1．畜禽养殖场：生猪常年存栏≥200 头或能繁母猪常年存

栏≥50 头，牛常年存栏≥50 头，羊常年存栏≥200 只，鸡常年

存栏≥5000 羽，鹅常年存栏≥500 羽，鸭常年存栏≥5000 羽，

兔常年存栏≥500 只。其它畜禽种类标准根据所辖区行业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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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和环境管理要求提出意见，报市畜牧、环保部门确定。

2．畜禽养殖小区：生猪常年存栏≥300 头或能繁母猪常年

存栏≥100 头，牛常年存栏≥100 头，羊常年存栏≥500 只，鸡

常年存栏≥10000 羽，鹅常年存栏≥1000 羽，鸭常年存栏≥10000

羽，兔常年存栏≥1000 只。其它畜禽种类标准根据所辖区行业

实际情况和环境管理要求提出意见，报市畜牧、环保部门确定。

(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指国家为防止饮用水水源地污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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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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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自然保护区

指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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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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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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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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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禁养区划定范围

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本次划定涉及云县安全工程水源、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禁养区范围及面积见下表

序号 名称
水源类

型
禁养区范围

禁养区面积

(平

方公里)

所涉乡镇

1 正觉庵水库
水库水

源

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上 200 米

(或一定高程线以下)范围内

的陆域

2.733 爱华镇

2
刘家箐

水库

水库水

源

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上 200 米

(或一定高程线以下)范围内

的陆域

0.608 爱华镇

合 计 3.341

2．自然保护区

本次划定涉及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禁养区范围及面积见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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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禁养区范围

禁养区面

积(平方公

里)

所涉乡镇

1

临沧澜

沧江省

级自然

保护区

大朝山

片

东经100°12′54.482″至100°20′43.401″之间，
北纬23°57′28.04″至24°5′3.543″之间。东起
郭家茶地头，经杨兰茶地、老黑地基头、胡光荣
核桃地头、拿龙河箐头、干龙塘山、麦地坝、上
坡村、沟坝头、聂家祖坟、糟子园子、沙坝河、
新山、大亮山、铸钱山、大丫口、柳树平掌、干
浪坝、白沙井、小窑子、橄榄坟、花棚、熬油处、
陈家坟平掌下、李家大碑良子、杨甲养殖场、石井
槽，至马鞍山脚分界；南接临翔区，以县界为界；
西接临翔区，以县界为界；北起秧草洼头、过大
黑树桩、红木林岔河、消塘河、消塘河平掌、大
丫口、过干龙潭、大尖山，
至明子山为界。

62.26
大朝山西

镇、大寨镇

2

临沧澜

沧江省

级自然

保护区

爱华镇

黄竹林

片

东经99°58′42.52″至100°01′32.41″之间，
北纬24°23′41.16″至24°27′39.82″之间。东
起大湾水尖石头，过接李子树平掌，经水沟头茶
地、大炭窑洼子、司杨发坟地，过石门坎、山
岗岭岗、二道箐、刺麻林洼子、干龙潭、中山岭
岗、炭窑梁子分界；南起风吹山头，斜下至挂蜂
包大缅树，顺洼子上至白石岩，沿平线至藤篾
洼子小路，顺洼子上至山神庙；西起风吹山头，
沿山脊上至打雀山头，过打雀山梁子、三台地梁
子，过马道子、黄竹林梁子上至黄竹林山头；北
起黄竹林山头，顺大湾水梁子下
至大湾水河，沿大湾水河下至大湾水尖石头。

12.74 爱华镇

3

临沧澜

沧江省

级自然

保护区

幸福大

宗山片

东经99°50′44.147″至99°52′58.291″之间，
北纬24°14′36.307″至24°16′22.183″之间。
东起歇牛场丫口，过歇牛场沟、纸厂平掌，至大
岔河分界；南起小万米山顶，过尿坑丫口、双凤
朝阳、破岩头，至大亮山头分界；西起大亮山
头，接永德县、凤庆县界；北接凤庆县
界。

8.79 幸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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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临沧澜

沧江省

级自然

保护区

漫湾-

茂兰大

丙

山片

东经100°15′58.271″至100°22′2.158″之间，北
纬24°35′33.71″至24°44′8.359″之间。东接
核桃林村、白莺山村、密竹林村、草子地村、昔
宜村后山；南接酒房村、转水河村后山；西接茂
兰镇后山村、岭磨村、安
乐塘村、马泗村、净石村后山；北接漫湾镇嘎止
村后山。

39.7
漫湾镇、茂

兰镇

合计 123.49

3．风景名胜区

本次划定不涉及风景名胜区。

4．城镇居民区

本次划定涉及县城建成区及爱华镇、幸福镇、大寨镇、大朝

山西镇、茂兰镇、漫湾镇、涌宝镇、茶房乡、晓街乡、忙怀乡、

栗树乡、后箐乡 12 个集镇，禁养区范围及面积见下表：

序号 名称 禁养区范围

禁养区面

积

(平方公

里)

所涉乡镇

1 爱华镇

东至糖厂；南至下衙；西至延平三组；

北至

工业园区 1号路。

14.125 爱华镇

2 幸福镇

东至幸福完小；南至羊耿线；西至傣

族寨；

北至大窝铺。

1.456 幸福镇

3 漫湾镇

东至漫湾中学；南至芹菜塘；西至景

云桥；

北至澜沧江。

0.398 漫湾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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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忙怀乡

东至罗扎河；南至罗扎河；西至罗扎

河；北

至忙怀乡政府后。

0.343 忙怀乡

5 茂兰镇
东至茂兰中学；南至茂兰镇加油站；

西至仁家山；北至茂兰村委会二组。
0.351 茂兰镇

6 晓街乡

东至学田村；南至桥头；西至老 214

线；

北至晓街岔路口。

0.347 晓街乡

7 茶房乡
东至勐麻河；南至麻立平；西至周家

村民小组；北至茶房乡客运站。
0.352 茶房乡

8 大寨镇
东至勐麻河；南至大田村；西至沈家

村；北至符来村。
1.036 大寨镇

9
大朝山西

镇
东至大村；南至丫口村；西至杨家 0.679 大朝山西镇

10 涌宝镇

东至后山村；南至涌宝中学；西至大

路边村；

北至岔河村。

0.710 涌宝镇

11 栗树乡
东至易家；南至栗树乡上街村；西至

栗树中学；北至栗树乡政府。
0.171 栗树乡

12 后箐乡

东至长水田村；南至张家村；西至熊

家村；

北至后箐乡政府背后。

0.113 后箐乡

合计 20.081

5．其他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定禁止规模化畜禽养殖的

区域，范围及面积按照本县现行情况执行。

七、监督管理

(一)禁养区

1．禁养区内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小区)；

2．在禁养区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小区)的，由临沧市生态环



云县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云县人民政府发布

— 11 —

境局云县分局停止违法行为；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报经县人民

政府批准责令拆除或者关闭。禁养区内确需拆除或关闭的畜禽养

殖场(小区)的拆除或关闭工作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3．在禁养区边界外围附近新建畜禽养殖场(小区)，选址应

在禁养区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或侧风向处，场界与禁养区边界

的最小距离不得少于 50 米；

4．积极引导和支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小区)和畜禽散

养户，逐步搬迁至适养区养殖，按照畜禽标准养殖要求建设畜禽

养殖场(小区)，发展适度规模养殖。

（二）适养区

1．在适养区，大力提倡适度规模养殖，优化畜禽养殖场（中

区）布局，推行标准化规模养殖，推广畜禽粪便污水综合利用技

术模式，规范和引导畜禽养殖场(小区）做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

2．适养区内的现有畜禽养殖场(小区)，在本方案公布前未

建设污染防治配套设施或者自行建设的配套设施不合格，也未委

托他人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或者建设

的污染防治配套设施未正常运行的，由临沧市生态环境局云县分

局责令限期整改；对限期内达不到整改要求的，由临沧市生态环

境局云县分局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予以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

3．新建、改建、扩建畜禽养殖场(小区)时必须严格执行环

境影响环评制度和“三同时”制度(即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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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防治

污染的设施应当符合经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求，不得擅

自拆除或者闲置)，并符合畜牧业发展规划、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规划，满足动物防疫条件。

4．各有关部门在规划、立项、审批畜禽养殖项目时，应按

照本方案要求严格审批程序，切实推进全县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健

康发展。

5．各乡镇应严格按照本方案，结合本辖区发展规划，把好

畜禽规模养殖户发展关口，按照本方案要求做好辖区内的监管，

实现畜禽养殖业适度发展，严禁“先污染，后治理”现象出现。

6．如适养区内出现区域性土地利用功能变化或环境污染或

环境恶化现象，由县人民政府将该区域调整为禁养区管理。

八、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由县长任组长，分管环保、农业农村工作的副县长任副

组长，畜牧、环保、水务、林业、住建、国土等部门主要负责人，

以及各乡(镇)人民政府乡(镇)长为成员的云县畜禽养殖禁养区

划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监督检查等工作。

(二)加强宣传力度

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短信等媒介，向社会广泛开展

多层次、多形式的宣传，特别是要加强面向农村的宣传，大力宣

传治污典型经验，及时报道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的畜禽养殖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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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形式强大的舆论监督声势。

(三)加大执法力度

环保部门要加强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

将其纳入日常执法监管范围，对畜禽养殖场环保手续履行情况、

污染防治设施建设运行情况、污染物排放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

对检查发现的环境违法问题依法进行处理，规范畜禽养殖场养殖

行为。

(四)强化技术指导

农业（畜牧）部门要加强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和

服务，指导畜禽养殖场改进养殖设施与工艺、粪污及病死畜禽无

害化处理利用设施等，并推广适用的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模式，

不断提高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促进全县畜牧业持续健康

发展。

九、其它事项

(一)本方案公布后，若法律、法规和规章对禁养区划定有新

规定的，按照新的规定执行；

(二)禁养区划定后原则上五年内不作调整，确实需要调整时，

结合行业发展实际及环境管理要求，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调整；

(三)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执行，《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云县畜禽规模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方案〉的通知》（云县

政办发〔2017〕245 号）同时取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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