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5 年全国生猪产能调控生产劳动竞赛
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

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关于“做好生猪产能

监测和调控，促进平稳发展”的部署安排，聚焦生猪等重要农

产品稳产保供核心任务，倡导示范提升生产效率，提升从业

者劳动技能水平，强化稳产保供能力，经研究，农业农村部

畜牧兽医局和中国农林水利气象工会决定联合开展全国生

猪产能调控生产劳动竞赛（以下简称“竞赛”）。为做好竞赛

组织工作，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组织机构

竞赛由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中国农林水利气象工会

联合主办，全国畜牧总站承办。设立全国生猪产能调控生产

劳动竞赛组委会（以下简称“组委会”，名单见附件 1-1），

主要负责竞赛的组织领导、方案审定、指导监督和表彰奖励

等；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全国畜牧总站，承担竞赛方案起草、

组织实施以及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组建全国竞赛专家委

员会，负责技术把关和评审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各省份”）的农业农村部门、

农林水利气象系统产业工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工会共



同作为辖区内竞赛活动的牵头单位，负责统筹协调本省份竞

赛组织工作。

二、竞赛安排

（一）竞赛内容

竞赛面向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场。竞赛内容包括生产效

率、技术装备、职工素质、管理水平和工会工作等项目。参

赛场应具备一定生产规模，符合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管理有

关要求，配备数字化或智能化生产管理系统，遵守国家土地

利用、环境保护、动物疫病防控、投入品使用等法律法规，

无违法违规记录。

（二）名额分配

各省份参赛名额根据本地区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场数

量及综合情况统筹分配，具体参赛名额见附件 1-2。已在 2024

年全国生猪产能调控场生产劳动竞赛中获得奖项的场原则

上不再推荐参加本次竞赛。

三、竞赛程序

竞赛分为省内自评和行业评审两个阶段组织实施。各省

份指定 1 名联络人员负责对接工作，并于 6 月 20 日前将人

员信息（姓名、单位、联系电话）报送组委会办公室。

（一）省内自评

2025 年 6 月，各省份组织参赛场自评，结合实际开展现

场核验，确保结果真实可靠，并对推荐名单进行公示。2025

年 7 月 15 日前，将推荐材料（纸质 1 份）报送组委会办公



室，同时发送内容一致的电子扫描件至指定邮箱。材料包括：

省级推荐文件和参赛场名单（附件 1-3）、《全国生猪产能

调控生产劳动竞赛申报书》（附件 1-4）、《全国生猪产能

调控生产劳动竞赛考核赋分表》（附件 1-5）、《全国生猪

产能调控生产劳动竞赛材料清单》（附件 1-6）及相关证明

材料。

（二）行业评审

1.技术评审。全国竞赛专家委员会对推荐材料集中评审，

初步确定成绩和排名。

2.现场抽验。全国竞赛专家委员抽取部分参赛场开展现

场核验，相关单位需按要求进行配合。

3.综合评审。全国竞赛组委会组织专家综合评审，根据

技术评审和现场核验结果确定最终成绩和排名。

4.通报总结。全国竞赛组委会公布竞赛结果，总结组织

工作中的经验成效。

四、竞赛奖励

竞赛设一等奖 5 名、二等奖 10 名、三等奖 15 名；另设

组织奖和突出贡献奖，表彰在竞赛组织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

位和个人。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和农林水利气象系统产业工

会可结合本地区实际，设立相应的地方奖项。

五、竞赛要求

为确保竞赛公平公正、有序开展，各省份要切实加强组

织领导，统筹协调，严格按照标准和程序推进工作，有条件



的地区可结合实际，在本地、本系统开展竞赛。竞赛全程须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持节俭办赛原

则。专家组要切实履行职责，严格把关技术评审环节，对发

现申报材料造假的参赛场一律取消资格，并在全国范围内通

报。

各地要加强宣传引导，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和先进事

迹，利用各类媒体平台展示竞赛成果和生产从业者的精神风

貌，进一步激发从业者的劳动热情，激励提升专业技能，为

推动全国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鼓励参赛场在

企业内部结合相关政策开展形式多样的奖励活动，对表现突

出的部门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六、联系方式

全国畜牧总站体系建设与推广处

联系人：宋真、田莉

电 话：010-59194755

邮 箱：tixichu3@163.com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号楼 534 房间



附件 1-5

全国生猪产能调控生产劳动竞赛考核赋分表
一级指标

及赋分
二级指标及赋分 自评得分 赋分指标 指标解释

生产效率

（60）

PSY（头） 30

每头配种母猪年提供断奶仔猪数≥23 头得 10
分，PSY 每增加 0.5 头，加 2 分，最高加 20
分。

2024 年 5 月-2025 年 4 月 PSY

=统计期内的断奶仔猪总数/统计期内母猪平均

存栏数

哺乳期成活率 20

哺乳期成活率（以活产仔数计算）≥93%得 10
分，每增加 0.5 个百分点，加 1 分，最高加

10 分。

2024 年 5 月-2025 年 4 月哺乳期成活率

=（统计期内的哺乳期育成仔猪数/统计期内的出

生活仔数）×100%

人均饲养

母猪（头）
10

人均饲养母猪数≥150 头得 5 分，每增加 20
头，加 1 分，最高加 5 分。

2024 年 5 月-2025 年 4 月人均饲养母猪数

=母猪月均存栏数/母猪区月均用工数；母猪区包

括后备猪培育区、配种妊娠区和分娩舍；用工数

指生产人员总数，不含管理人员和后勤人员。



技术装备

（20）

数字化

管理系统
10

1.场区实现网络和视频监控全覆盖、使用数

字化中控管理系统得 3 分；

2.使用数字化精准饲喂系统得 2 分；

3.使用猪群信息采集与智能分析系统得 3分；

4.使用猪舍环境自动控制系统得 2 分；

1.生产管理设备与办公生活网络独立配置；数字

化系统设备区域网络畅通，保障数据传输稳定；

2.通过智能料塔、精准饲喂器或其他设备采集发

送用料量、采食量等数据，实现养殖全过程（至

少包括妊娠和哺乳阶段）母猪个体精准饲喂，并

实现群体管理；

3.使用电子标签和识读设备采集发送猪个体身

份、转群、免疫和出栏等数据；

4.猪舍环控设备自动控制，保障舒适环境。

其他设施设备

的使用 10

1.使用超声波仪器测膘和妊娠检查得 2 分；

2.使用智能化水耗、能耗监测设备得 2 分；

3.使用智能生物安全防控系统和设备得 2分；

4.基于云平台中控管理系统得 2 分；

5.使用相匹配的粪污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

设备得 1 分，设施设备正常运转得 1 分。

1.使用超声波仪器测膘和妊娠检查，评估母猪体

况并有相应完整记录；

2.配备智能水表电表，自动采集发送用水用电数

据，监测场内能耗，达到节能环保、降低成本目

的；

3.配摄像头、安防报警设备、人员车辆进出智能

识别、洗消烘等设备；

4.云平台进行数据管理与智能分析；

5.配备与养殖规模、生产能力和粪污处理利用方

式相匹配的粪污分流、贮存、输送等设施设备，



并正常运转使用。

职工素质

（5）

专业技术

人员情况
3

专业技术人员占比≥50%得 1 分，每增加 10
个百分点加 1 分，最高加 2 分。

畜牧兽医和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中级及以

上技术职称、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等级人数占

总人数的比例。

关键岗位人员

在本岗位工作

时间（年）

2
关键岗位人员从事本职工作≥2 年得 2 分，否

则不得分。
关键岗位指场长、配怀与分娩组长等。

管理水平

（10）

获得各类

奖励、专利数

量（个）

3

1.获得科技类奖励、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

利，每获得 1 个奖励（专利）加 0.5 分，最

高得 2 分；

2.获得市级及以上工人先锋号、先进班组、

红旗班组等称号，每获得 1 个加 0.5 分，最

高得 1 分。

1.获得农业科技推广奖、丰收奖、科技进步奖等

厅局级及以上科技类奖励和发明专利、实用新型

专利等。

2.获得全国总工会及各地方工会颁发的工人先

锋号、先进班组、红旗班组等称号。

安全隐患排查

和应急预案制

定

5

1.定期开展隐患排查并建立台账得 2 分，否

则不得分；

2.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得 1 分，否则不得

分；

3.定期开展安全生产、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等

培训和实践活动得 2 分，否则不得分。

定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安全生产检查台账完

整、清晰；包括突发疫情、极端天气灾害、安全

生产和卫生急救等预案；定期开展安全生产和突

发事件处理的有关培训。



制度建设 2 每制定一类制度得 0.5 分，最高得 2 分。

正式发布的生产、疫病防控、饲料营养、环保、

班组团队建设、人员培训考核、人员职业健康等

制度、标准和激励措施等。

工会工作

（5）

工会组织 3
建立了工会相关制度，成立了工会组织的得

3 分。

配备了工会主席和工会干部，并在上级工会领导

下正常开展工作。

职工（代表）

大会
1 建立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得 1 分。

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听取职工意见建议，有

效发挥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有

效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劳模和工匠人

才创新工作室
1

创建了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的得 1
分。

对职工开展技术创新和应用新技能新工艺给予

鼓励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