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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湘乡市是养猪大市，全市有 22 个乡镇办事处，712 个村，90 万人，2014 平方公

里。2009 年，发展生猪 327.0 万头，出栏 241.2 万头，年末存栏 85.8 万头，存栏猪中能繁母

猪 8.75 万头，养猪产值 26.22 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 53.35%。2007 年 9 月以来，湘乡市被

列入全省 17 个生猪良补项目市（县）后，在省局及各级领导的支持指导下，取得了较好成

效。目前，全市生猪人工授精服务网点覆盖全市各个乡镇，全市供精单位 30 个，生猪人工

授精服务点 86 个，人工授精员 127 人，种公猪 305 头。2007 年 9 月到 2009 年 12 月，全市

生猪人工授精配种 30.3 万胎次，受胎率达到 97%，人工授精乡镇普及率达到 100%。母猪每

胎平均产仔数增加 0.8 头，在不增加能繁母猪的情况下，全市增加产仔数 23.51 万头，仔猪

按 300 元/头计算，可为养殖户增收 7053 万元。现将我市实施生猪良种补贴项目主要做法与

体会介绍如下，供同行参考。 

1 强化组织领导 

    2007 年 9 月，农业部及湖南省确定将湘乡作为生猪良种补贴项目实施后，市畜牧水产

局及时开会作专题研究，并向市政府有关领导作专题汇报。市政府成立了以市农委、财政局、

畜牧水产局主要领导为成员的生猪良种补贴项目实施领导小组，全面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

督促和申报补贴资金的抽查、审批工作。市畜牧水产局成立了生猪良种补贴项目技术指导小

组，负责种猪场、供精单位及其良种公猪品质的评定，公布入选项目实施供精猪场及良种公

猪品种；开展生猪人工授精技术指导、培训与咨询服务。 

2 规范实施办法 

2.1 统一实施方案 

在市项目实施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市畜牧水产局组织制定了《湘乡生猪良种补贴项目实

施方案》，对供精单位招标、技术培训、组织管理、补贴范围、收费标准、督查验收、资金

拨付都作了明确规定。要求供精单位以大约克、长白猪 5 元/瓶，杜洛克 10 元/瓶的优惠价

格向改良服务站（点）供精，改良员对每头母猪一次发情两次配种，5km 范围内收费为 30

元。按照核定的供精数量，每瓶精液 10 元补贴直接拨付给供精单位。 

2.2 统一招标定点 



按项目实施方案的规定，制定了《湘乡市生猪良种补贴项目供精单位招标方案》，并利

用市电视台连续 5 天播出招标公告。湘乡市畜牧水产局组织全市 6 家省级种猪生产企业和

54 家精液供应单位，通过公开招标，经专家组对竞标单位的基础条件、公猪质量、供精能

力、技术水平等逐项考核，最后确定了 30 个单位为市生猪良种补贴项目供精单位，并发布

电视公告。 

2.3 统一考核选聘 

培训一批事业心强、有一定技术的家畜改良员和村级防疫员。经统一考核、选聘，择优

确定生猪人工授精技术员，持证上岗。 

2.4 统一网点建设 

按照项目建设需要，项目技术指导小组制定了《湘乡市生猪良种补贴项目供精单位建设

标准》，并配齐生猪人工授精器械设备。各网点经评定合格后，授予湘乡市生猪良种补贴项

目服务点标牌。 

2.5 统一宣传动员 

利用电视、发放宣传材料等方式，大力宣传生猪良种补贴项目惠农政策和人工授精的优

势，为普及人工授精技术创造了良好氛围。 

3 严格监督管理 

3.1 强化对供精单位的监管 

严格按照项目建设标准要求，对精液质量、受孕率、产仔数、服务水平、档案管理及各

类报表，进行定期和不定期抽查，认真作好记录。为杜绝供精单位弄虚作假，实行“三表一

卡”制度。即填写采精记录表、供精记录表、精液使用记录表和能繁母猪配种卡。 

3.2 强化对输精员进行全程监管 

随时掌握收费标准、受孕率、产仔数、建档等方面的情况。对输精员服务态度、操作程

序和配种效果进行定期抽查，发现违规操作或档案不健全的，均给予警告或处罚。 

3.3 强化阳光操作，接受群众监督 

市畜牧水产局和市财政局开通了投诉和举报电话，公开、透明地接受群众监督。 

4 重抓技术培训 

4.1 培训供供精单位的技术人员 



通过对采精、稀释、配送等各环节的培训，提高其供精单位的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为

推广普及生猪人工授精技术打下了良好基础。 

4.2 培训人工授精员 

湘乡市畜牧水产局邀请北京浩邦人工授精服务有限公司、中国农业大学、湖南农业大学、

圣雅凯公司等单位举办了 5 期人工授精技术培训班，培训人员达 800 余人，发放技术资料

12200 多份。培训结束后，进行笔试、面试，合格后，统一配发《湘乡市家畜繁殖工证》，

持证上岗。每年度考核 1 次，对不合格者，给予警告或解聘。 

5 确保精液品质 

5.1 统一执行种公猪质量标准 

将种公猪品种、系谱、特征、性能及精液的密度、活力、剂量标准予以公示，接受群众

监督。 

5.2 统一生产标准 

在市技术专家组的跟踪指导下，精液的采集、检测、稀释、分装等程序均实施无菌操作，

确保精液质量。 

5.3 统一实行“零库存”标准 

要求供精单位根据订单当天采精、分装、配送，储存时间不得超过 12h，每天按繁殖工

预订数量定额配送，在繁殖工短途运输箱内不允许超过 1h。 

5.4 统一良种标签 

每瓶合格精液均贴有“生猪良种补贴项目”专用标签，标签注明品种、公猪号、生产日

期、储存条件和保质期等内容。无标签的，视为不合格产品，不予补贴。 

6 强化供精站基础设施建设 

6.1 措施到位，基础建设上了新台阶 

全市原有 56 个生猪人工授精点，但基础设施都较差。2008 年上半年，湘乡市畜牧水产

局针对供精站存在的问题，采取了 6 项措施：一是召开供精单位负责人会议，学习并发放省

局达标有关规范文件和要求；二是制订《湘乡市生猪人工授精供精单位建设标准》，限定各

中标单位在 30 天内必须按湘乡市生猪人工授精单位建设标准的要求建设好；三是化验室必

须配备必备的化验设备；四是对基础设施建设达标和资料档案齐全的供精单位，给予一定奖



励；五是对不达标的供精单位，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达标的，坚决予以淘汰；六是以奖代

投 30 万元在张江种猪场新建一个高标准“湘乡市生猪人工授精供精总站”。该站于 2008

年 9 月破土动工，2009 年元月已正式投产，现存栏种公猪 68 头。由于措施过硬，湘乡市供

精站的基础设施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得到了上级的肯定。 

6.2 制度健全，保障服务质量 

湘乡市畜牧水产局制定了《湘乡市生猪人工授精站（点）管理办法》、《湘乡市生猪人工

授精单位建设标准》、与《湖南省生猪人工授精站（点）建设标准》、《生猪人工授精操作规

程》一起制成图板发放到各站（点），要求制度上墙并认真执行。授予供精单位“湖南省生

猪良补项目供精单位”匾牌。要求供精单位必须提供优质的产品和公开承诺的服务，对供精

单位配送的精液，每天进行抽检。繁殖工在接到养殖户电话 12h 内，做好母猪发情鉴定工作，

对每头发情母猪按规定剂量输配 2 次，填写配种卡，做好配种记录备查。目前，我们正在建

设湘乡畜牧网站，准备将入选的种公猪名录在网上公开，由养殖户自选种公猪，所有种公猪

质量接受全社会监督。同时，录入所有存栏母猪的基础情况，建立母猪档案数据库。 

7 严格考核奖惩 

7.1 对供精单位根据各项指标定期进行考核 

原则上每月考核 1 次，如有举报，随时进行查处，查处结果录入管理档案。 

7.2 对乡镇网点的服务水平、受孕率、产仔率和档案数据的管理规范程度进行考

核 

每季度总结评比，对前六名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对考核评比连续 3 次位列后三名的取

消服务网点资格。 

7.3 对繁殖工的服务水平、配种数、受孕率、产仔数和档案数据的管理规范程序

进行考核评比 

每季度总结会上，对各乡镇的前两名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对考核评比连续三次位于本

乡镇后两名的予以解聘。 

    通过项目实施，我们认为加强供精单位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保障生猪改良效果的必要手段，

加强技术培训是保障生猪改良效果的重要前提。一是供精单位必须配备标准的采精室和化验

室；二是必须配齐采精室和化验室设施设备；三是加强对生猪人工授精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

培训；四是加强供精单位工作人员对新仪器、新设备使用和维护方面的培训；五是加强供精

单位规范建档立卷方面的培训；六是加强母猪养殖户规范输精方面的培训。 

总之，湘乡市通过开拓创新、务实高效的工作，及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完善措施，扎实



推进生猪良种补贴项目顺利实施，使国家的惠民政策尽快尽早落实到了养殖户，促进了湘乡

市生猪产业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