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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保障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优化畜禽养殖产业布局为目的、

以统筹兼顾、科学可行、依法合规、以人为本为基本原则，在与生态保护红线格

局相协调前提下，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态红线区、

人口聚居区等区域作为重点，划定禁养区范围，加强环境监管，落实畜禽养殖污

染防治工作要求。

二、划定原则

坚持畜禽养殖“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以

奖促治”的基本原则，依据指导思想，在畜禽禁养区划定过程中坚持以下原则：

生态环境保护与畜禽养殖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原则；

依法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

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相一致的原则；

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原则；

符合动物防疫条件的原则；

突出重点和可操作性原则。

三、划定依据

3.1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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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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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景名胜区条例》；

《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全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

3.2地方性法规、规划及文件

《辽宁省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

《辽宁省辽河保护区条例》；

《关于盘锦市饮用水源保护区区划方案的批复》（辽环发〔2009〕65号）；

《关于印发辽宁省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省畜牧局关于公布养殖专业户确认标准(试行)的通知》；

《盘锦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 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辽

宁省城乡建设规划设计院（2013.05）；

《盘锦市现代畜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3.3技术规范

HJ/T 338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技术规范；

GB/T 12343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编绘规范；

HJ/T81-2001 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GB18596-2001 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标准；

HJ 497-2009 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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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 682-2003畜禽场场区设计技术规范；

NYT1167-2006 畜禽场环境质量及卫生控制规范；

NYT1168-2006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辽宁省畜禽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

四、术语和定义

1、畜禽禁养区：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禁止建设规模化畜

禽养殖单元（以下简称养殖单元）的区域。养殖单元包括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

区）和畜禽养殖专业户。

2、畜禽养殖单元规模标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十一条规定，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品种包括

猪、牛、羊、马、驴、驼、兔、犬、鸡、鸭、鹅、鸽、鹌鹑等 13类。各畜禽养

殖单元规模标准如下：

（1）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

生猪存栏量 500头以上；牛存栏量 50头以上；鸡存栏量 1万只以上；鸭鹅

存栏 1000只以上；羊存栏量 200只以上；兔等经济动物存栏量 1000只以上。其

他畜禽种类标准由各地根据所辖区行业实际情况和环境管理要求提出意见，报省

畜牧、环保部门确定。

（2）畜禽养殖专业户

生猪存栏量 100头以上；牛存栏量 20头以上；肉鸡存栏 5000只以上；蛋鸡

存栏 2000只以上。其他畜禽种类标准由各地根据所辖区行业实际情况和环境管

理要求提出意见，报省畜牧、环保部门确定。

3、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指国家为防治饮用水水源地污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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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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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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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自然保护区：指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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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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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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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生态保护红线区：指生态保护红线所包围的区域。生态保护红线是指依

法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的严格管控边界，是

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底线。

生态保护红线区主要包括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维护

区等重点生态功能区；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石漠化、高寒、干旱、半干旱等生

态敏感区/脆弱区；生态公益林、重要河口、湿地和草原、极小种群生境等具有

重要生态功能或生态环境敏感、脆弱的区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

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和国家地质公园等禁止开发的区域。

五、畜禽禁养区范围划定方法

根据辽宁省畜禽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以下区域应依法划定为禁养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包括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的陆域范围。已

经完成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的，按照现有陆域边界范围执行，未完成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划定的，按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技术规范》中各类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划定方法执行。

风景名胜区，包括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风景名胜区以国务院及各省级

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名单为准，范围按照其规划确定的范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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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包括国家级和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按照国务

院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布的自然保护区范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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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 根据城镇现行总体规划，

动物防疫条件、卫生防护和大气环境保护距离等要求，因地制宜，兼顾城镇发展，

科学设置边界范围。

其他确需纳入禁养区范围进行特殊保护的区域，应严格按照保护目的和政策

规定，科学、可行的划定边界范围。本方案中将辽河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区也

纳入禁养区范围。

需要说明的是：①目前盘锦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初稿已完成，已进入地方政

府及上级环保部门批准程序，待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正式通过批准后，本方案应相

应进行调整；②由于自然保护区、辽河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区范围有重复，本

方案中范围优先级按自然保护区、辽河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区划定。

六、畜禽禁养区范围

盘锦市畜禽禁养区划定范围包括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各区

县城区规划区及各乡镇街道城镇建成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辽河保护区、生

态保护红线区等。禁养区划定面积为 1862.31 km2，占盘锦市总面积的 45.8%，

占盘锦市陆域面积的 49.2%。

盘锦市畜禽禁养区分类详见表 6-1，范围及分布见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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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盘锦市畜禽禁养区分类统计表 单位：km2

区县名称

区县面积

禁养区

面积

禁养区占

比（%）
禁养区类别

总面积 陆域面积
占总

面积

占陆

域面

积

饮用水

水源保

护区

自然保

护区

城镇居

民文教

区

辽河保

护区

生态红

线保护

区

双台子区 116.43 116.43 79.90 68.6 68.6 0.06 0 51.60 23.53 4.71

兴隆台区 262.37 262.37 133.00 50.7 50.7 0.05 0 88.08 30.95 13.92

大洼区 1103.53 1103.53 304.71 27.6 27.6 0.06 73.61 35.07 79.62 116.35

盘山县 996.85 996.85 220.12 22.1 22.1 32.23 0 17.20 59.69 111.00

辽东湾新

区
606.88 448.06 411.14 67.7 91.8 0 0 278.93 14.98 117.23

辽河口生

态经济区
979.33 857.57 713.44 72.8 83.2 53.46 205.03 4.15 145.85 304.95

合计 4065.39 3784.81 1862.31 45.8 49.2 85.86 278.64 475.03 354.62 668.16

6.1双台子区

双台子区禁养区类型包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城镇居民区、文教科研区、辽河

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区，禁养区划定面积为 79.9 km2，占全区总面积的 68.6%。

双台子区畜禽禁养区分类统计如表 6-2，范围及分布见附图。

表 6-2 双台子区禁养区分类统计表 单位 km2

区县

名称

区县面积

禁养区

面积

禁养区占比

（%）
禁养区类别

总面

积

陆域面

积

占总

面积

占陆域

面积

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

自然保

护区

城镇居民

文教区

辽河保

护区

生态红

线保护

区

双台

子区
116.43 116.43 79.90 68.6 68.6 0.06 0 51.60 23.53 4.71

1、饮用水源地禁养区

双台子区有一处县级以上集中式城镇生活饮用水源即兴一水源。

兴一水源位于双台子区常家村东侧，郭家岗子村北侧，该水源是为居住在兴隆

台及双台子区的辽河油田居住人员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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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水源共有 15眼水井，采水量为 0.74万m3/d，盘锦市饮用水源保护区区划方

案中确定一级保护区范围为以取水井口为圆心半径50 m的圆形区域，面积为0.0628

km2。

表 6-3 双台子区集中式城镇饮用水源禁养区

编号
名

称
所在地 坐标 类型

采水量

(万 m3/d)
水井数

（眼）

水源保护区区划方

案

1

兴

一

水

源

郭家

村、常

家村

东至 122°3′38″
西至 122°3′41″
南至 41°10′31″
北至 41°11′9″

地下

水
0.74 15

一级保护区范围为

以取水井口为圆

心，半径 50 m的圆

形区域，面积为

0.0628 km2

2、城镇居民区及文教科研区禁养区

考虑到城市发展需要，双台子区中心城区范围依据《盘锦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1-2020年）》划定，规划中心城区包含城镇居民区、文教科研区、行政办公

区、医疗区、商业区、工业区、城市发展备用地等人口集中的区域。

因各镇街道规划编制不同步，因此按现状建成区范围划定，待规划批复后禁养

区范围可扩至规划区范围。

双台子区城镇居民区禁养区范围如表 6-4。

表 6-4 双台子区城镇居民区禁养区范围

类别 城镇居民区 坐标 范围描述

规划中心

城区

双台子中心

城区

东至 122°5′57″

西至 121°57′19″

南至 41°14′21″

北至 41°9′50″

东至环城东路，西至盘海营高速，南

至辽河，北至六里河，面积 50.99 km2。

乡镇建成

区

陆家镇

东至 121°57′30″

西至 121°56′49″

南至 41°10′14″

北至 41°10′50″

包括陆家镇中心镇区，面积 0.61 km2。

统一镇 无乡镇建成区 -

3、辽河保护区禁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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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遥感影像数据划定结果，双台子区境内辽河保护区（包括一级、二级、

三级保护区）面积为 23.53 km2，该范围内禁止进行规模化畜禽养殖活动。

4、生态保护红线区禁养区

双台子区生态保护红线区包括双台子河河流及防护带、湖滨湿地公园水源涵养

洪水调蓄功能区等类型，面积 4.71 km2。

6.2兴隆台区

兴隆台区禁养区类型包括饮用水源地、城镇居民区、文教科研区、生态保护红

线、辽河保护区等。禁养区划定面积为 133km2，占全区总面积的 50.7%。

兴隆台区畜禽禁养区分类统计如表 6-5，范围及分布见附图。

表 6-5 兴隆台区禁养区分类统计表 单位 km2

区县

名称

区县面积

禁养区

面积

禁养区占比

（%）
禁养区类别

总面

积

陆域面

积

占总

面积

占陆域

面积

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

自然

保护

区

城镇居民

文教区

辽河保

护区

生态红线

保护区

兴隆

台区
262.37 262.37 133.00 50.7 50.7 0.05 0 88.08 30.95 13.92

1、饮用水源地禁养区

兴隆台区有一处县级以上集中式城镇生活饮用水源即兴南水源。

兴南水源位于田家镇周家荒村，该水源是为辽河油田居住人员供水。兴南水源

共有 7眼水井，采水量为 0.23万m3/d，盘锦市饮用水源保护区区划方案中确定一

级保护区范围为以取水井口为圆心半径 50 m的圆形区域，面积为 0.05495 km2，该

范围内禁止进行规模化畜禽养殖活动。

兴隆台区集中式城镇饮用水源禁养区基本情况如表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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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兴隆台区集中式城镇饮用水源禁养区

编

号
名称

所在

地
四至坐标 类型

采水量

(万 m3/d)
水井数

（眼）
水源保护区区划方案

1
兴南

水源

兴隆

台区

东至 122°4′39″
西至 122°3′2″
南至 40°59′49″
北至 41°1′8″

地下水 0.23 7

一级保护区范围为以

取水井口为圆心，半径

50 m的圆形区域，面

积为 0.05495 km2

2、城镇居民区及文教科研区禁养区

考虑到城市发展需要，兴隆台区中心城区范围依据《盘锦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1-2020年）》划定，规划中心城区包含城镇居民区、文教科研区、行政办公

区、医疗区、商业区、工业区等人口集中的区域（城市发展备用地除外）。

因各街道规划编制不同步，因此按现状建成区范围划定，待规划批复后禁养区

范围可扩至规划区范围。

兴隆台区城镇居民区禁养区范围如表 6-7。

表 6-7 兴隆台区城镇居民区禁养区范围

类别
城镇居民

区
位置坐标 范围描述

规划中心城区
兴隆台中

心城区

东至 122°7′16″
西至 121°58′34″
南至 41°5′20″
北至 41°9′58″

东至环城东路，西至环城西

路，南至环城南街，北至沿河

南街。面积 72.22 km2。

乡镇建成区

曙光街道

东至 121°54′47″
西至 121°52′58″
南至 41°11′39″
北至 41°12′37″

面积 2.81 km2。

新生街道

东至 121°56′5″
西至 121°55′8″
南至 41°9′6″
北至 41°9′57″

面积 1.12 km2。

平安街道

东至 121°42′36″
西至 121°39′28″
南至 41°2′46″
北至 41°3′24″

面积 2.43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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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城镇居民

区
位置坐标 范围描述

欢喜岭街

道

东至 121°40′34″
西至 121°39′50″
南至 41°2′5″
北至 41°2′46″

面积 1.88 km2。

友谊街道

东至 121°59′6″
西至 121°58′6″
南至 41°13′38″
北至 41°14′52″

面积 2.32 km2。

红村街道

东至 122°14′53″
西至 122°13′52″
南至 41°19′41″
北至 41°20′28″

面积 1.87 km2。

高升街道

东至 122°5′6″
西至 122°3′40″
南至 40°48′39″
北至 40°49′19″

面积 1.13 km2。

于楼街道

东至 122°18′28″
西至 122°16′53″
南至 41°2′24″
北至 41°3′26″

面积 2.30 km2。

3、辽河保护区禁养区

根据遥感影像数据划定结果，兴隆台区境内辽河保护区（包括一级、二级、

三级保护区）面积为 30.95 km2，该范围内禁止进行规模化畜禽养殖活动。

4、生态保护红线区禁养区

兴隆台区生态保护红线区包括绕阳河河流及防护带、水源涵养洪水调蓄功能

区等类型，面积 13.92 km2，该范围内禁止进行规模化畜禽养殖活动。

6.3大洼区

大洼区畜禽禁养区类型包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城镇居民区、

文教科研区、辽河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区等。禁养区划定面积为 304.71 km2，

占全区总面积的 27.6%。

大洼区畜禽禁养区分类统计如表 6-8，范围及分布见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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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 大洼区畜禽禁养区分类统计表 单位 km2

区县

名称

区县面积

禁养区

面积

禁养区占比

（%）
禁养区类别

总面积
陆域面

积

占总

面积

占陆

域面

积

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

自然保

护区

城镇居民

文教区

辽河保

护区

生态红线

保护区

大洼

区
1103.53 1103.53 304.71 27.6 27.6 0.06 73.61 35.07 79.62 116.35

1、饮用水源地禁养区

大洼区有一处县级以上集中式城镇生活饮用水源即大洼水源，为地下水源。

大洼水源位于大洼镇建成区内，该水源是为大洼区城区供水。大洼水源共有

7眼水井，采水量为 0.74万 m3/d，盘锦市饮用水源保护区区划方案中确定一级

保护区范围为以取水井口为圆心半径 50 m的圆形区域，面积为 0.05495 km2，该

范围内禁止进行规模化畜禽养殖活动。

大洼区集中式城镇饮用水源禁养区基本情况如表 6-9。

表 6-9 大洼区集中式城镇饮用水源禁养区

编

号
名称 所在地 坐标 类型

采水量

(万 m3/d)
水井数

（眼）
水源保护区区划方案

1
大洼

水源

大洼镇

建成区

内

东至 122°4′39″
西至 122°3′2″
南至 40°59′49″
北至 41°1′8″

地下水 0.74 7

一级保护区范围为以

取水井口为圆心，半径

50 m的圆形区域，面

积为 0.05495km2

2、自然保护区禁养区

辽宁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渤海辽东湾的顶部、辽河三角洲中心区域，

其行政位置处于辽宁省盘锦市境内，西界与锦州市大凌河口相连，北界为盘山县境

内东郭苇场的土地管理区，东部包括大洼区赵圈河苇场的全部苇田，南界到北纬

40°45′的滩涂海域。地理坐标介于东经 121°28′24.58″-121°58′27.49″，北纬

40°45′00″-41°05′54.13″之间，总面积 800.04 km2；区域湿地由辽河、双台子河、大

凌河、小凌河等诸多河流冲积而成，湿地生态类型以芦苇沼泽、河流水域和浅海滩

涂、海域为主，是一个以保护丹顶鹤、黑嘴鸥等珍稀水禽及滨海湿地生态系统为主

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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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洼区赵圈河镇苇场的全部苇田均属于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根据遥

感影像数据划定结果，大洼区境内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包括核心区、缓冲

区）面积为 73.61 km2，该范围内禁止进行规模化畜禽养殖活动。

3、城镇居民区及文教科研区禁养区

大洼区城区范围根据大洼区城市发展现状并结合大洼区政府提供的资料划定，

包含城镇居民区、文教科研区、行政办公区、商业区、工业区等人口集中的区域。

城区以外的乡镇街道按现状建成区范围划定。

大洼区城镇居民区禁养区范围如表 6-10。

表 6-10 大洼区城镇居民区禁养区范围

类别 城镇居民区 位置坐标 范围描述

中心

城区

大洼区中心

城区

东至 122°4′25″，西至 122°2′44″，南

至 40°58′47″，北至 41°0′37″。
包括大洼镇，面积

6.47km2

乡镇

建成

区

田家镇中心

镇区

东至 122°4′16″，西至 122°3′18″，南

至 41°4′3″，北至 41°5′21″。
包括田家村，面积2.88 km2

新兴镇中心

镇区

东至 121°57′52″，西至 121°56′42″，
南至 41°4′31″，北至 41°5′36″。

包括园林村、坨子里村，

面积 2.16 km2

赵圈河镇中

心镇区

东至 121°59′17″，西至 121°57′50″，
南至 40°57′50″，北至 40°58′41″。

包括园林村和四营子，面

积 2.08 km2。

清水镇中心

镇区

东至 121°59′34″，西至 121°57′58″，
南至 41°1′48″，北至 41°2′41″。

包括大清村和立新村，面

积 2.50 km2。

王家镇中心

镇区

东至 122°4′38″，西至 122°3′01″，南

至 40°56′13″，北至 40°57′18″。
包括王家村，面积 2.26

km2。

唐家镇中心

镇区

东至 122°9′32″，西至 122°8′32″，南

至 41°1′34″，北至 41°2′19″。
包括西北街、十二村、四

十里村，面积 1.01 km2。

榆树镇中心

镇区

东至 122°3′58″，西至 122°5′11″，南

至 40°50′46″，北至 40°52′20″。
包括郭家村、拉拉村、榆

树村，面积 2.19km2。

平安镇中心

镇区

东至 122°10′43″，西至 122°9′54″，南

至 40°52′24″，北至 40°53′5″。
包括平安村，面积 0.73

km2。

新立镇中心

镇区

东至 122°11′56″，西至 122°10′，南至

41°6′7″，37″，北至 41°7′26″。

包括董家街、班家街、史

家铺、唐家堡，面积 2.86
km2。

新开镇中心

镇区

东至 122°17′39″，西至 122°14′32″，
南至 41°3′18″，北至 41°4′59″。

包括张家堡、铁南、王家

街，面积 5.99 km2。

东风镇中心

镇区

东至 122°16′37″，西至 122°15′7″，南

至 40°58′8″，北至 40°58′44″。
包括栾家村、沟北、驾掌

寺、三家子，面积1.46 km2。

西安镇中心

镇区

东至 122°14′49″，西至 122°13′30″，
南至 40°54′47″，北至 40°55′52″。

包括高坎村，面积 2.48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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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辽河保护区禁养区

根据遥感影像数据划定结果，大洼区境内辽河保护区（包括一级、二级、三

级保护区）面积为 79.62 km2，该范围内禁止进行规模化畜禽养殖活动。

5、生态保护红线区禁养区

大洼区生态保护红线区包括新开河、大辽河、疙瘩楼水库水源涵养洪水调蓄功

能区等，面积 116.35 km2，该范围内禁止进行规模化畜禽养殖活动。

6.4盘山县

盘山县禁养区类型包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城镇居民区、文教科研区、辽河保

护区、生态保护红线区。禁养区划定总面积为 220.12 km2，占全县总面积的 22.1%。

盘山县畜禽禁养区分类统计如表 6-11，范围及分布见附图。

表 6-11 盘山县禁养区分类统计表 单位 km2

区县

名称

区县面积

禁养区

面积

禁养区占比

（%）
禁养区类别

总面

积

陆域面

积

占总

面积

占陆域

面积

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

自然

保护

区

城镇居民

文教区

辽河保

护区

生态红线

保护区

盘山

县
996.85 996.85 220.12 22.1 22.1 32.23 0 17.20 59.69 111.00

1、饮用水源地禁养区

盘山县有 2处县级以上集中式城镇生活饮用水源即高升水源和盘东水源，均为

地下水源。另有 3处镇级水源，甜水镇孙家村北水源地、甜水镇张家村镇级水源、

沙岭镇棠树村备用水源地。

（1）高升水源

高升水源位于高升镇高升村村西侧，该水源是为双台子区供水。高升水源共有

24眼水井，采水量为 3.29万m3/d，盘锦市饮用水源保护区区划方案中确定一级保

护区范围为以取水井口为圆心半径 100 m的圆形区域，面积为 0.7536 km2；二级保

护区范围为以外围井的外接多边形为边界，向外径向距离为 1000 m的多边形区域，

面积为 31.26 km2。禁养区划定范围同二级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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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盘东水源

盘东水源位于陈家镇于四家村及卢家村，该水源是为辽河油田居住人员供水。

盘东水源共有 24眼水井，采水量为 0.36万m3/d，盘锦市饮用水源保护区区划方案

中确定一级保护区范围为以取水井口为圆心半径 50 m的圆形区域，面积为 0.08625

km2 ，该范围内禁止进行规模化畜禽养殖活动。

（3）镇级备用水源

甜水镇孙家村北水源地位于甜水镇政府北侧，共两口水井：坐标分别为：1号

井东经121°48′53.19″、北纬41°21′1.72″；2号井东经121°49′14.32″、北纬41°20′59.27″。

建议保护范围为以取水井口为圆心，半径 100 m的圆形区域。

甜水镇张家村镇级水源：坐标东经 121°50′54.16″、北纬 41°20′40.40。建议保护

范围为以取水井口为圆心，半径 100 m的圆形区域。

沙岭镇棠树村备用水源地位于棠树自来水厂：坐标东经 122°24′31.93″、北纬

41°12′50.35″。建议保护范围为以取水井口为圆心，半径 100 m的圆形区域。

盘山县集中式城镇饮用水源禁养区基本情况如表 6-12。

6-12 盘山县集中式城镇饮用水源禁养区

编

号
名称

所在

地
坐标

类

型

采水量

（万

m3/d）

水井数

（眼）
水源保护区区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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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升

水源

高升

村

东至

122°12′34″
西至 122°6′4″
南至 41°21′12″
北至 41°27′24″

地

下

水

3.29 24

一级保护区范围为以取水井

口为圆心，半径 100 m的圆形

区域，面积为 0.7536 km2；二

级保护区范围为以外围井的

外接多边形为边界，向外径向

距离为 1000 m的多边形区域，

面积为 31.26 km2。

2
盘东

水源

于四

家、

卢家

村

东至 122°9′36″
西至 122°6′46″
南至 41°14′45″
北至 41°17′50″

地

下

水

0.36 24
一级保护区范围为以取水井

口为圆心，半径 50 m的圆形

区域，面积为 0.08625 km2。

3

孙家

村北

水源

地

甜水

镇政

府北

侧

1号井东经

121°48′53.19″、北
纬 41°21′1.72″；

2号井东经

121°49′14.32″、北
纬 41°20′59.27″

地

下

水

— —
建议保护范围为以取水井口

为圆心，半径 100 m的圆形区

域，面积为 0.063 km2。

4

张家

村镇

级水

源

甜水

镇张

家村

东经 121°50′54
北纬 41°20′40″

地

下

水

— —
建议保护范围为以取水井口

为圆心，半径 100 m的圆形区

域，面积为 0.031 km2。

5

棠树

村备

用水

源

沙岭

镇棠

树村

东经

122°24′31.93″，北
纬 41°12′50.35″

地

下

水

— —
建议保护范围为以取水井口

为圆心，半径 100 m的圆形区

域，面积为 0.031 km2。

2、城镇居民区及文教科研区禁养区

盘山县城区范围根据城镇发展现状并结合盘山县提供的资料划定，包含城镇居

民区、文教科研区、行政办公区、商业区、工业区等人口集中的区域。城区以外的

镇乡街道按现状建成区范围划定。待规划批复后禁养区范围可扩至规划区范围。

盘山县城镇居民区禁养区范围如表 6-13。

表 6-13 盘山县城镇居民区禁养区范围

类别 城镇居民区 位置坐标 范围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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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城镇居民区 位置坐标 范围描述

中心

城区

盘山县中心

城区

东至 121°59′53″
西至 121°59′10″
南至 41°14′17″
北至 41°14′53″

包括贾家、王家，面积 0.78 km2

乡镇

建成

区

太平镇

东至 122°0′36″
西至 121°59′28″
南至 41°14′20″
北至 41°15′43″

包括双庙子、天盛会，面积 2.07 km2

得胜镇

东至 121°7′59″
西至 122°7′1″
南至 41°20′49″
北至 41°21′29″

包括三棵村，面积 0.98 km2

胡家镇

东至 121°57′36″
西至 121°56′20″
南至 41°16′44″
北至 41°17′42″

包括胡家居委会，面积 1.34 km2

甜水镇

东至 121°48′58″
西至 121°47′49″
南至 41°19′55″
北至 41°20′56″

包括孙家村，面积 2.00 km2

高升镇

东至 122°13′3″
西至 122°11′12″
南至 41°19′33″
北至 41°20′53″

包括高升村、边北村、边东村，面积 3.87 km2

东至 122°15′5″
西至 122°13′54″
南至 41°18′36″
北至 41°19′44″

西莲花村及二台子、三台子部分区域，面积

1.63 km2

陈家镇

东至 122°9′43″
西至 122°8′56″
南至 41°13′37″
北至 41°14′20″

包括陈家镇中心镇区，面积 0.64 km2

吴家镇

东至 122°8′46″
西至 122°7′37″
南至 41°9′18″
北至 41°9′50″

包括小大岗子、榆树堡，面积 0.95 km2

沙岭镇

东至 122°22′30″
西至 122°21′18″
南至 41°8′13″
北至 41°9′25″

包括三河村，面积 2.15 km2

坝墙子镇 东至 122°15′14″ 包括张牛圈，面积 1.05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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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城镇居民区 位置坐标 范围描述

西至 122°13′52″
南至 41°8′2″
北至 41°8′13″

古城子镇

东至 122°21′58″
西至 122°21′4″
南至 41°1′19″
北至 41°2′13″

包括拉拉村，面积 1.37 km2

3、辽河保护区禁养区

辽河保护区是以辽河干流自然生态系统功能保护、辽河环境保护为宗旨，集

生态保护、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持、水质净化、防蓄洪水等生态功能恢复为

一体，确保水生态安全、资源发展与可持续利用的保护区。保护区位于辽宁省中

部，依辽河干流而设，穿越铁岭、沈阳、鞍山、盘锦四市。保护区范围始于东西辽

河交汇处（铁岭福德店），终於盘锦入海口，分布在东经 123°55.5′～121°41′，北纬

43°02′～40°47′之间的区域。根据遥感影像数据初步划定结果，保护区占地面积为

1869.2 km2。

根据保护对象自然分布特点、居民点及生产生活需求等情况，以辽河干流

生态系统等为重点保护对象，保护区划分为一级区、二级区和三级区，三个区域

构成保护区的基本范围。

根据遥感影像数据划定结果，盘山县境内辽河保护区（包括一级、二级、三

级保护区）面积为 59.69 km2，该范围内禁止进行规模化畜禽养殖活动。

4、生态保护红线区禁养区

盘山县生态保护红线区包括绕阳河河流及防护带、八一水库、青年水库、红旗

水库水源涵养洪水调蓄功能区等，面积 110 km2，该范围内禁止进行规模化畜禽养

殖活动。

6.5辽东湾新区

辽东湾新区禁养区类型包括城镇居民区、文教科研区、辽河保护区、生态保护

红线区等。禁养区划定面积为 411.14 km2，占全区总面积的 67.7%，占全区陆域

面积的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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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湾新区畜禽禁养区分类统计如表 6-14，范围及分布见附图。

表 6-14 辽东湾新区禁养区分类统计表 单位 km2

区县

名称

区县面积

禁养区

面积

禁养区占比

（%）
禁养区类别

总面

积

陆域面

积

占总

面积

占陆域

面积

饮用水

水源保

护区

自然

保护

区

城镇居民

文教区

辽河保

护区

生态红线

保护区

辽东

湾新

区

606.88 448.06 411.14 67.7 91.8 0 0 278.93 14.98 117.23

1、城镇居民区及文教科研区禁养区

辽东湾新区城区范围根据城镇发展现状并结合辽东湾新区管委会提供的资料

划定，包含城镇居民区、文教科研区、行政办公区、商业区、工业区、港口物流等

人口集中的区域。

城区以外的田庄台镇按现状建成区范围划定，待规划批复后禁养区范围可扩至

规划区范围。

辽东湾新区城镇居民区禁养区范围如表 6-15。

表 6-15 辽东湾新区城镇居民区禁养区范围

类别 城镇居民区 坐标 范围描述

中心城区 中心城区

东至 122°15′58″
西至 121°49′59″
南至 40°39′32″

除田庄台镇外的

所有经济区，面积

276.61 km2。

乡镇建成区 田庄台镇

东至 122°8′34″
西至 122°6′43″
南至 40°49′19″
北至 40°50′42″

包括夏家街、一面

街、高家农场，面

积 2.32 km2。

2、辽河保护区禁养区

根据遥感影像数据划定结果，辽东湾新区境内辽河保护区（包括一级、二级、

三级保护区）面积为 14.98 km2，该范围内禁止进行规模化畜禽养殖活动。

3、生态保护红线区禁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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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湾新区生态保护红线区包括辽河、荣兴水库、三角洲水库周边区域等，面

积 117.23 km2，该范围内禁止进行规模化畜禽养殖活动。

6.6辽河口生态经济区

辽河口生态经济区畜禽禁养区类型包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城镇

居民区、文教科研区、辽河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区等。禁养区划定面积为 713.44

km2，占全区总面积的 72.8%，占全区陆域面积的 83.2%。

辽河口生态经济区畜禽禁养区分类统计如表 6-16，范围及分布见附图。

表6-16 辽河口生态经济区畜禽禁养区分类统计表 单位km2

区县名称

区县面积

禁养区

面积

禁养区占比

（%）
禁养区类别

总面积
陆域面

积

占总

面积

占陆

域面

积

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

自然

保护

区

城镇居民

文教区

辽河保

护区

生态红

线保护

区

辽河口生

态经济区
979.33 857.57 713.44 72.8 83.2 53.46 205.03 4.15 145.85 304.95

1、饮用水源地禁养区

辽河口生态经济区有 1处集中式城镇生活饮用水源即石山水源，位于石新镇当

铺村北侧，该水源是为兴隆台区供水。石山水源共有 12眼水井，采水量为 3.97万

m3/d，盘锦市饮用水源保护区区划方案中确定一级保护区范围为以取水井口为圆心

半径 200 m的圆形区域，面积为 1.5072 km2；二级保护区范围为以外围井的外接多

边形为边界，向外径向距离为 2000 m的多边形区域，面积为 51.95 km2。该范围内

禁止进行规模化畜禽养殖活动。

辽河口生态经济区集中式城镇饮用水源禁养区基本情况如表 6-17。

表 6-17 辽河口生态经济区集中式城镇饮用水源禁养区

编

号

名

称

所

在

地

坐标 类型
采水量

(万 m3/d)
水井数

（眼）
水源保护区区划方案

禁养区划

定方案

1

石

山

水

源

石

新

镇

当

东至

121°37′15″
西至

121°32′16″

地下

水
3.97 12

一级保护区范围为以取水井

口为圆心，半径 200 m的圆

形区域，面积为 1.5072 km2。

二级保护区范围为以外围井

包括饮用

水源一级

保护区和

二级保护



- 20 -

铺

村

南至 41°6′41″
北至 41°12′9″

的外接多边形为边界，向外径

向距离为 2000 m的多边形区

域，面积为 51.95 km2。

区的陆域

范围

2、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禁养区

根据遥感影像数据划定结果，辽河口生态经济区境内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包括核心区、缓冲区）面积为 179.70 km2，辽河口省级自然保护区（包括核

心区、缓冲区）面积为 25.33 km2，该范围内禁止进行规模化畜禽养殖活动。

3、城镇居民区及文教科研区禁养区

辽河口生态经济区分为东郭街道、石新镇、羊圈子镇，各镇乡街道按现状建成

区范围划定，待规划批复后禁养区范围可扩至规划区范围。

辽河口生态经济区城镇居民区禁养区范围如表 6-18。

表 6-18 辽河口生态经济区城镇居民区禁养区范围

类别 城镇居民区 位置坐标 范围描述

乡镇

建成区

东郭街道

东至 121°40′28″
西至 121°39′26″
南至 41°10′7″
北至 41°11′3″

包括东郭，面积 1.31 km2。

石新镇

东至 121°38′45″
西至 121°37′32″
南至 41°7′49″
北至 41°8′38″

包括苏坨子、石山，面积 1.60 km2。

羊圈子镇

东至 121°38′34″
西至 121°37′22″
南至 41°16′2″
北至 41°16′59″

包括羊圈子居委会，面积 1.24 km2。

4、辽河保护区禁养区

根据遥感影像数据划定结果，辽河口生态经济区境内辽河保护区（包括一级、

二级、三级保护区）面积为 145.85 km2，该范围内禁止进行规模化畜禽养殖活动。

5、生态保护红线区禁养区

根据遥感影像数据划定结果，辽河口生态经济区生态保护红线区面积为

304.95 km2，该范围内禁止进行规模化畜禽养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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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畜禽禁养区范围内养殖单元调查

盘锦市各区县畜禽禁养区范围内养殖单元名单详见表 7-1～7-6。

表 7-1 双台子区畜禽禁养区范围内养殖单元名单

序

号
名称

所属

街道

所属

村
类型 纬度 经度

种

类

存栏

量

搬迁或关

闭期限
备注

1
盘锦市双台子

区宏达养鸡场

双盛

街道

谷家

村

规模化

养殖场
41°10′48 122°0′12

蛋

鸡
32000 2017年底

2
绿环生态养猪

场

双盛

街道

谷家

村

规模化

养殖场
41°10′45 122°0′35″ 猪 500 2017年底

3 王玉凤
双盛

街道

谷家

村

养殖专

业户
41°10′22 121°59′4″ 猪 50 2017年底

存栏量不

足 100头

4 王素艳
双盛

街道

上稍

子村

养殖专

业户
41°12′0″ 122°1′12″ 猪 50 2017年底

存栏量不

足 100头

5 郭井利
双盛

街道

上稍

子村

养殖专

业户
41°12′5 122°1′32″ 猪 70 2017年底

存栏量不

足 100头

6 杨成武
双盛

街道

上稍

子村

养殖专

业户
41°12′23 122°0′35″ 猪 110 2017年底

7 刘立良
双盛

街道

上稍

子村

养殖专

业户
41°12′32 122°1′23″ 猪 20 2017年底

存栏量不

足100头

8 徐国林
双盛

街道

上稍

子村

养殖专

业户
41°12′26 121°59′45 猪 60 2017年底

存栏量不

足100头

9 阚熊田
双盛

街道

上稍

子村

养殖专

业户
41°12′5″ 122°1′19″ 猪 60 2017年底

存栏量不

足100头

10 孙春玲
双盛

街道

上稍

子村

养殖专

业户
41°12′0″ 122°1′7″ 猪 80 2017年底

存栏量不

足100头

11 李晓华
双盛

街道

上稍

子村

养殖专

业户
41°11′49 122°1′17″ 猪 40 2017年底

存栏量不

足100头

12 刘明昌
统一

镇

东地

村

养殖专

业户
41°11′49 122°5′23″ 猪 127 2017年底

13 赵宝山
统一

镇

东地

村

养殖专

业户
41°11′55 122°6′52″ 猪 80 2017年底

存栏量不

足100头

14 周永军
统一

镇

东地

村

养殖专

业户
41°11′55 122°6′42″ 猪 60 2017年底

存栏量不

足100头

15 李国良
铁东

街道

高家

村

养殖专

业户
41°11′37 122°4′30″ 猪 120 2017年底

16 鸿羽养殖场
铁东

街道

高家

村

养殖专

业户
41°11′46 122°4′11″

蛋

鸡
22000 2017年底

17 刘翠兰
统一

镇

良种

场

养殖专

业户
41°12′2″ 122°4′24″ 猪 70 2017年底

存栏量不

足100头



- 22 -

18 刘生术
统一

镇

良种

场

养殖专

业户
41°12′26 122°4′36″ 猪 70 2017年底

存栏量不

足100头

19 赵春光
陆家

镇

友谊

村

养殖专

业户
41°10′36 121°57′1″ 猪 60 2017年底

存栏量不

足100头

20 赵春柱
陆家

镇

友谊

村

养殖专

业户
41°10′25 121°57′3″ 猪 60 2017年底

存栏量不

足100头

21 万利
统一

镇

良种

场

养殖专

业户
41°11′48 122°3′27″ 猪 400 2017年底

22 刘福成
统一

镇

东地

村

养殖专

业户
41°11′5″ 122°5′37″ 猪 110 2017年底

23 李伟
双盛

街道

上稍

子村

养殖专

业户
41°12′5″ 122°1′32″ 猪 130 2017年底

24 张家伟
铁东

街道

高家

村

养殖专

业户
41°12′10 122°5′11″ 猪 110 2017年底

25 刘桂凤
铁东

街道

高家

村

养殖专

业户
41°12′9″ 122°5′2″ 猪 170 2017年底

26 姜汉贵
铁东

街道

高家

村

养殖专

业户
41°12′9″ 122°5′2″ 猪 220 2017年底

27
盘锦金秋扶贫

养殖场

陆家

镇

赵家

村

规模养

殖场
41°11′3″ 121°57′4″ 猪 220 2017年底

28 张辉
陆家

镇

赵家

村

养殖专

业户
41°11′3″ 121°57′59 猪 110 2017年底

29 马文生
陆家

镇

赵家

村

养殖专

业户
41°11′2″ 121°58′19 猪 110 2017年底

30 常国印
陆家

镇

任家

村

养殖专

业户
41°10′32 121°58′56 猪 200 2017年底

31 崔景才
陆家

镇

任家

村

养殖专

业户
41°10′17 121°58′51 猪 130 2017年底

32
盘锦市双台子

区福军养殖场

双盛

街道

宋家

村

规模养

殖场
41°13′4″ 122°1′25″

蛋

鸡
18000 2017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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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盘锦市双台子

区宋家生态养

殖场

双盛

街道

宋家

村

规模养

殖场
41°13′46 122°1′27″

蛋

鸡
10000 2017年底

34 赵继红
双盛

街道

宋家

村

养殖专

业户
41°14′4″ 122°1′36″

蛋

鸡
10000 2017年底

35
盘锦市双台子

区绿野家禽养

殖园

双盛

街道

宋家

村

规模养

殖场
41°13′10 122°1′31″

肉

鸡
15000 2017年底

36
盘山县动植物

良种场

统一

镇

良种

场

规模养

殖场
41°13′2″ 122°4′22″ 猪 110 2017年底

注：调查发现，受市场因素影响，目前部分养殖专业户存栏量未达到饱和状态，且存栏量为动态数据。根

据当地环保及畜牧管理部门意见，将此部分养殖专业户列入养殖专业户名单中。

表 7-2 兴隆台区畜禽禁养区范围内养殖单元名单

序

号
名称

所属

街道

所属

村
类型 纬度 经度

种

类

存栏

量

出栏

量

搬迁或关

闭期限

1
盘锦市水润养殖

有限公司

曙光

街道

水田

委

规模化

养殖场
41°12′36 121°54′14 猪 2000 1000 2017年底

2
盘锦市经济开发

区恒彬养殖场

兴海

街道

西跃

村

规模化

养殖场
41°8′8″ 122°0′28″ 猪 300 100 2017年底

3
盘锦市华旭养殖

专业合作社

兴隆

农场

二十

里

规模化

养殖场
41°7′2″ 122°6′36″ 猪 500 1500 2017年底

4 李树林
兴海

街道

西跃

村

养殖专

业户
41°7′52″ 122°1′0″ 猪 70 60 2017年底

5 杨光余
兴海

街道

西跃

村

养殖专

业户
41°7′52″ 122°1′0″ 猪 60 30 2017年底

6 陈宝宽
兴海

街道

西跃

村

养殖专

业户
41°7′36″ 122°0′12″ 猪 50 63 2017年底

7 刘连财
兴海

街道

西跃

村

养殖专

业户
41°7′57″ 122°0′40″ 猪 50 30 2017年底

8 于世友
兴海

街道

西跃

村

养殖专

业户
41°7′57″ 122°0′40″ 猪 40 30 2017年底

9 宋清贵
兴海

街道

西跃

村

养殖专

业户
41°7′57″ 122°0′41″ 猪 22 18 2017年底

10 李树凡
兴海

街道

粮家

村

养殖专

业户
41°10′22 122°5′44″ 猪 60 50 2017年底

11 齐昌学
兴海

街道

粮家

村

养殖专

业户
41°10′2″ 122°6′23″ 猪 80 60 2017年底

12 孙家本
兴海

街道

牛官

村

养殖专

业户
41°10′9″ 122°5′56″ 猪 23 30 2017年底

13 苏少斌 陆家 新农 养殖专 41°8′55″ 121°53′8″ 猪 200 200 2017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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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村 业户

14 郑勇金
陆家

镇

新农

村

养殖专

业户
41°8′56″ 121°53′5″ 猪 150 150 2017年底

表 7-3 大洼区畜禽禁养区范围内养殖单元名单

序

号
名称

所属

镇乡

所属

街道
类型 纬度 经度

种

类
存栏量

搬迁或关

闭期限

1 大洼运通园养殖场
大洼

镇

兴顺

社区

规模养

殖场
41°0′5″ 122°3′14″ 猪 300 2017年底

2 佟凤柱
大洼

镇

繁荣

社区

养殖专

业户
41°0′1″ 122°3′23″ 猪 100 2017年底

3 张德福
东风

镇

驾掌

寺村

养殖专

业户
40°58′15″ 122°15′44″

蛋

鸡
4000 2017年底

4 孟宪彪
东风

镇

栾家

村

养殖专

业户
40°58′39″ 122°15′35″

肉

鸡
6000 2017年底

5 齐国玉
东风

镇

栾家

村

养殖专

业户
40°58′28″ 122°15′26″ 猪 100 2017年底

6 张秀敏
平安

镇

曹蔡

村

养殖专

业户
40°50′15″ 122°9′26″

肉

鸡
6000 2017年底

7 郑吉财
榆树

镇

拉拉

村

养殖专

业户
40°51′28″ 122°4′21″

肉

鸡
7000 2017年底

8 郑成和
榆树

镇

拉拉

村

养殖专

业户
40°51′30″ 122°4′20″

肉

鸡
8000 2017年底

9 郑吉成
榆树

镇

拉拉

村

养殖专

业户
40°52′6″ 122°4′24″

肉

鸡
6000 2017年底

10 李德刚
清水

镇

立新

村

养殖专

业户
41°2′35″ 121°58′5″

肉

鸡
5000 2017年底

11 李海权
清水

镇

立新

村

养殖专

业户
41°2′36″ 121°58′25″

肉

鸡
9600 2017年底

12 苏宏伟
清水

镇

立新

村

养殖专

业户
41°2′36″ 121°58′25″

肉

鸡
10000 2017年底

13 杜继奎
清水

镇

立新

村

养殖专

业户
41°2′20″ 121°58′10″

蛋

鸡
5500 2017年底

14 王新
清水

镇

立新

村

养殖专

业户
41°2′35″ 121°58′44″

肉

鸡
15000 2017年底

15
永佳丰养鸡专业合

作社

唐家

镇

规模养

殖场
40°58′57″ 122°7′27″

肉

鸡
15000 2017年底

16 刘永凯
唐家

镇

养殖专

业户
40°59′30″ 122°8′41″

蛋

鸡
8000 2017年底

17 邵帅
唐家

镇

养殖专

业户
40°59′29″ 122°8′51″

肉

鸡
7000 2017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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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张军
王家

镇

王家

村

养殖专

业户
40°56′17″ 122°4′12″

肉

鸡
6000 2017年底

19
大洼区王家乡聚隆

吉养殖场

王家

镇

规模养

殖场
40°57′5″ 122°4′21″ 猪 150 2017年底

20 凌云养殖场
王家

镇

西海

村

规模养

殖场
40°54′26″ 121°56′29″ 猪 2000 2017年底

21 王作福
西安

镇

高坎

村

养殖专

业户
40°55′36″ 122°13′56″ 猪 110 2017年底

22 董国辉
西安

镇

高坎

村

养殖专

业户
40°55′34″ 122°13′57″ 猪 120 2017年底

23 王振雷
西安

镇

高坎

村

养殖专

业户
40°55′33″ 122°13′56″ 猪 100 2017年底

24 沈宪彪
西安

镇

高坎

村

养殖专

业户
40°55′33″ 122°13′59″ 猪 100 2017年底

25 张立林
西安

镇

高坎

村

养殖专

业户
40°55′17″ 122°13′43″ 猪 100 2017年底

26 张立胜
西安

镇

高坎

村

养殖专

业户
40°55′16″ 122°13′43″ 猪 100 2017年底

27 卢洪喜
西安

镇

高坎

村

养殖专

业户
40°55′13″ 122°13′51″ 猪 100 2017年底

28 姜言成
西安

镇

高坎

村

养殖专

业户
40°55′4″ 122°14′20″ 猪 100 2017年底

29 陈桂芬
西安

镇

高坎

村

养殖专

业户
40°55′4″ 122°14′20″ 猪 110 2017年底

30 姜跃奇
西安

镇

高坎

村

养殖专

业户
40°55′1″ 122°14′23″ 猪 110 2017年底

31 李刚
西安

镇

高坎

村

养殖专

业户
40°55′16″ 122°14′39″ 猪 110 2017年底

32 卢竹林
西安

镇

高坎

村

养殖专

业户
40°55′19″ 122°14′35″ 猪 110 2017年底

33 佐宏军 新立
唐家

村

养殖专

业户
41°6′36″ 122°11′35″

肉

鸡
7000 2017年底

34 李相武
新兴

镇

园林

村

养殖专

业户
41°5′19″ 121°57′38″

蛋

鸭
1000 2017年底

35 司玉信
新兴

镇

腰岗

子村

养殖专

业户
41°4′35″ 121°52′19″

肉

鸡
6000 2017年底

36 桑忠余
新兴

镇

腰岗

子村

养殖专

业户
41°4′53″ 121°52′19″

肉

鸡
10000 2017年底

37 王友付
新兴

镇

腰岗

子村

养殖专

业户
41°4′30″ 121°52′23″

肉

鸡
8000 2017年底

38 王海洋
新兴

镇

腰岗

子村

养殖专

业户
41°4′31″ 121°52′23″

肉

鸡
9000 2017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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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刘英志
新兴

镇

腰岗

子村

养殖专

业户
41°4′32″ 121°52′23″

肉

鸡
5500 2017年底

40 刘子兴
新兴

镇

腰岗

子村

养殖专

业户
41°4′31″ 121°52′23″

肉

鸡
9600 2017年底

41 冯学功
新兴

镇

园林

村

养殖专

业户
41°4′54″ 121°57′14″ 猪 150 2017年底

表 7-4 盘山县畜禽禁养区范围内养殖单元名单

序

号
名称

所属

乡镇

所属

村
类型 纬度 经度

种

类

存栏

量

搬迁或关

闭期限

1 盘山县生态种畜场
铁东街

道
林家

规模化

养殖场
41°13′5″ 122°9′24″ 猪 1300 2017年底

2
盘锦兴志蛋鸡养殖

合作社
高升镇 东么村

规模化

养殖场
41°24′33″ 122°10′59″

蛋

鸡
20000 2017年底

3
盘山县天意养殖专

业合作社养殖场

高升镇
后屯村

规模化

养殖场
41°25′46″ 122°9′32″ 猪 1100 2017年底

4 盘山鑫盛源养殖场
高升镇

文奎村
规模化

养殖场
41°23′14″ 122°11′7″ 猪 500 2017年底

5
盘山县胡家镇东胡

恩海养鸡场
胡家镇 东胡村

规模化

养殖场
41°16′41″ 121°57′27″

肉

鸡
6000 2017年底

6
盘山县陈家镇慧丰

养殖场
陈家镇 陈家村

规模化

养殖场
41°13′5″ 122°9′24″ 猪 500 2017年底

7
盘锦兴润蛋鸡养殖

有限公司

坝墙子

镇
林家村

规模化

养殖场
41°10′21″ 122°18′34″

蛋

鸡
60000 2017年底

8 喜民养殖场 高升镇
西莲花

村

规模化

养殖场
41°18′40″ 122°14′28″

蛋

鸡
40000 2017年底

9 马金峰 高升镇 后屯村
养殖专

业户
41°25′47″ 122°10′52″ 猪 60 2017年底

10 魏春雷 高升镇 后屯村
养殖专

业户
41°25′40″ 122°10′49″ 猪 60 2017年底

11 徐柱 高升镇 后屯村
养殖专

业户
41°25′23″ 122°10′45″ 猪 45 2017年底

12 马德良 高升镇 后屯村
养殖专

业户
41°25′41″ 122°10′47″ 猪 30 2017年底

13 翟庆坤 高升镇 后屯村
养殖专

业户
41°26′4″ 122°11′8″

蛋

鸡
14600 2017年底

14 赵春良 高升镇 后屯村
养殖专

业户
41°26′26″ 122°11′1″

蛋

鸡
12000 2017年底

15 赵春成 高升镇 后屯村
养殖专

业户
41°26′22″ 122°10′58″

蛋

鸡
11000 2017年底

16 徐刚 高升镇 后屯村
养殖专

业户
41°25′26″ 122°10′46″

蛋

鸡
10000 2017年底



- 27 -

17 赵春庭 高升镇 后屯村
养殖专

业户
41°26′22″ 122°11′10″

蛋

鸡
8500 2017年底

18 徐宁 高升镇 后屯村
养殖专

业户
41°25′26″ 122°10′42″

蛋

鸡
7000 2017年底

19 赵春贵 高升镇 后屯村
养殖专

业户
41°26′26″ 122°11′3″

蛋

鸡
5200 2017年底

20 徐大鹏 高升镇 后屯村
养殖专

业户
41°25′26″ 122°10′44″

蛋

鸡
4500 2017年底

21 赵海波 高升镇 后屯村
养殖专

业户
41°26′20″ 122°11′0″

蛋

鸡
4000 2017年底

22 郭守宝 高升镇 后屯村
养殖专

业户
41°25′43″ 122°10′40″

蛋

鸡
3500 2017年底

23 赵海全 高升镇 后屯村
养殖专

业户
41°26′26″ 122°11′9″

蛋

鸡
3000 2017年底

24 李维山 高升镇 后屯村
养殖专

业户
41°26′4″ 122°11′8″

蛋

鸡
2500 2017年底

25 郭浩 高升镇 后屯村
养殖专

业户
41°25′51″ 122°11′11″

蛋

鸡
2400 2017年底

26 张军 高升镇 后屯村
养殖专

业户
41°26′25″ 122°11′4″

蛋

鸡
2200 2017年底

27 曹玉宝 高升镇 后屯村
养殖专

业户
41°25′49″ 122°11′12″

蛋

鸡
2000 2017年底

28 郭守义 高升镇 后屯村
养殖专

业户
41°26′21″ 122°11′8″

蛋

鸡
2000 2017年底

29 赵春海 高升镇 后屯村
养殖专

业户
41°26′22″ 122°11′0″

蛋

鸡
2000 2017年底

30 赵新 高升镇 后屯村
养殖专

业户
41°26′19″ 122°11′8″

蛋

鸡
2000 2017年底

31 毕振海 高升镇 钱家村
养殖专

业户
41°15′44″ 122°13′23″

肉

鸡
3500 2017年底

32 田长春 高升镇 喜彬村
养殖专

业户
41°18′43″ 122°9′48″ 猪 55 2017年底

33 吴春杰 高升镇 文奎村
养殖专

业户
41°22′1″ 122°10′40″

蛋

鸡
6000 2017年底

34 刘玉新 高升镇 边东村
养殖专

业户
41°20′53″ 122°12′51″

蛋

鸡
3500 2017年底

35 李庆海 得胜镇
三棵树

村

养殖专

业户
41°21′20″ 122°7′27″ 猪 200 2017年底

36 孙祖学 胡家镇 东胡村
养殖专

业户
41°16′35″ 121°57′13″ 猪 500 2017年底

37 杨德顺 陈家镇 王家村
养殖专

业户
41°14′1″ 122°11′50″ 猪 150 2017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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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王军 陈家镇 王家村
养殖专

业户
41°14′1″ 122°11′50″ 猪 90 2017年底

39 李海翔 太平镇 兴隆村
养殖专

业户
41°17′3″ 122°5′40″ 猪 170 2017年底

40 李海文 太平镇 兴隆村
养殖专

业户
41°17′3″ 122°5′40″ 猪 90 2017年底

41 刘虎 太平镇 兴隆村
养殖专

业户
41°17′3″ 122°5′40″ 猪 89 2017年底

42 张伟 太平镇 兴隆村
养殖专

业户
41°17′3″ 122°5′40″ 猪 45 2017年底

43 崔彬 太平镇 兴隆村
养殖专

业户
41°17′3″ 122°5′40″

蛋

鸡
5200 2017年底

44 鲁玉喜 太平镇 孙家村
养殖专

业户
41°15′8″ 122°2′22″ 猪 370 2017年底

45 赵继波 沙岭镇 沙岭村
养殖专

业户
41°9′3″ 122°22′6″ 猪 45 2017年底

46 李宝东 沙岭镇 三河村
养殖专

业户
41°8′35″ 122°21′37″ 猪 250 2017年底

47 李宝明 沙岭镇 三河村
养殖专

业户
41°8′35″ 122°21′37″ 猪 190 2017年底

48 苏长友 沙岭镇 三河村
养殖专

业户
41°8′35″ 122°22′12″ 猪 120 2017年底

49 李维祥 沙岭镇 三河村
养殖专

业户
41°8′35″ 122°21′37″ 猪 58 2017年底

50 季朋 沙岭镇 三河村
养殖专

业户
41°8′54″ 122°21′38″

蛋

鸡
3500 2017年底

51 陈宝玉 沙岭镇 陈家村
养殖专

业户
41°8′27″ 122°22′10″ 猪 80 2017年底

52 张若飞 沙岭镇 陈家村
养殖专

业户
41°9′3″ 122°22′7″

蛋

鸡
5000 2017年底

53 唐士玺 沙岭镇
六间房

村

养殖专

业户
41°14′12″ 122°27′29″ 猪 140 2017年底

54 崔春军 沙岭镇
尖台子

村

养殖专

业户
41°6′16″ 122°23′8″

肉

鸡
6000 2017年底

55 蒋德刚 甜水镇 孙家村
养殖专

业户
41°20′29″ 121°48′21″ 猪 150 2017年底

56 王健 甜水镇 孙家村
养殖专

业户
41°20′33″ 121°48′33″ 猪 120 2017年底

57 孙志瑞 甜水镇 孙家村
养殖专

业户
41°20′29″ 121°48′37″ 猪 45 2017年底

58 赵立亚 甜水镇 孙家村
养殖专

业户
41°20′27″ 121°48′20″ 猪 40 2017年底

59 马军 甜水镇 孙家村 养殖专 41°20′28″ 121°48′35″ 猪 26 2017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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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户

60 孙令常 甜水镇 孙家村
养殖专

业户
41°20′30″ 121°48′35″

蛋

鸡
4500 2017年底

61 孙克斌 甜水镇 孙家村
养殖专

业户
41°20′22″ 121°48′42″

蛋

鸡
2300 2017年底

注：调查发现，受市场因素影响，目前部分养殖专业户存栏量未达到饱和状态，且存栏量为动态数据。根

据当地环保及畜牧管理部门意见，将此部分养殖专业户列入养殖专业户名单中。

表 7-5 辽东湾新区畜禽禁养区范围内养殖单元名单

序

号
名称

所属

区域
类型 纬度 经度 种类

存栏

量

搬迁或关

闭时间
备注

1 单志刚
荣兴

街道

养殖专

业户
40°48′5″ 122°5′24″ 肉鸡 5000 2017年底

2
军策特种皮

毛养殖场

荣兴

街道

规模化

养殖场
40°46′22″ 122°4′7″ 狐狸 20000 2017年底

3
舒宝军特种

皮毛养殖场

荣兴

街道

规模化

养殖场
40°48′24″ 122°0′6″ 狐狸 900 2017年底

4
温明学特种

皮毛养殖场

荣兴

街道

规模化

养殖场
40°48′25″ 122°0′17″ 狐狸 200 2017年底

5
贾志超特种

皮毛养殖场

荣兴

街道

规模化

养殖场
40°48′26″ 122°0′3″ 狐狸 150 2017年底

6
宁海平特种

皮毛养殖场

荣兴

街道

规模化

养殖场
40°48′21″ 122°0′18″ 狐狸 1000 2017年底

7
王海特种皮

毛养殖场

荣兴

街道

规模化

养殖场
40°48′20″ 122°0′3″ 狐狸 230 2017年底

8 宋成华

二界

沟街

道

规模化

养殖场
40°49′3″ 121°58′29″

狐狸、

貉子
1500 2017年底

9 牟学国
荣滨

街道

养殖专

业户
40°44′27″ 122°8′3″ 肉鸡 3500 2017年底

10 许立行
田庄

台镇

养殖专

业户
40°50′35″ 122°8′26″ 猪 60 2017年底

存栏量不

足 100头

11 历国彪
田庄

台镇

养殖专

业户
40°49′56″ 122°7′38″ 狐狸 54 2017年底

12 孙建平
荣兴

街道

养殖专

业户
40°48′18″ 122°5′15″ 生猪 165 2017年底

13 贾明福
荣兴

街道

养殖专

业户
40°46′26″ 122°3′43″ 羊 100 2017年底

14 迟洪江
荣滨

街道

养殖专

业户
40°45′55″ 122°6′44″ 猪 120 2017年底

15 齐林东
荣滨

街道

养殖专

业户
40°45′56″ 122°7′7″ 猪 106 2017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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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齐云德
荣滨

街道

养殖专

业户
40°45′28″ 122°7′13″ 猪 65 2017年底

存栏量不

足 100头

17 马洪祥
荣滨

街道

养殖专

业户
40°46′28″ 122°6′18″ 羊 78 2017年底

18 赵本行
荣滨

街道

养殖专

业户
40°46′9″ 122°7′23″ 羊 51 2017年底

19 齐林超
荣滨

街道

养殖专

业户
40°45′44″ 122°6′53″ 羊 30 2017年底

20 邱文成

二界

沟街

道

养殖专

业户
40°49′0″ 121°58′17″

狐狸、

貉子
760 2017年底

21 李洪伏
田庄

台镇

养殖专

业户
40°49′32″ 122°7′19″ 狐狸 520 2017年底

注：调查发现，受市场因素影响，目前部分养殖专业户存栏量未达到饱和状态，且存栏量为动态数据。根

据当地环保及畜牧管理部门意见，将此部分养殖专业户列入养殖专业户名单中。

表 7-6 辽河口生态经济区畜禽禁养区范围内养殖单元名单

序

号
名称

所属

乡镇

所属街

道
类型 纬度 经度

种

类

存栏

量

搬迁或关

闭期限

1
盘山县石新镇

德翠园养殖场

石新

镇

石新社

区

规模化

养殖场
41°13′8″ 121°40′15″

蛋

鸡
14000 2017年底

2
盘山县中兴蛋

鸡养殖场

东郭

镇

欢喜岭

村

养殖专

业户
41°2′32″ 121°39′48″

蛋

鸡
30000 2017年底

3 金强
石新

镇

石新社

区

养殖专

业户
41°8′34″ 121°38′42″ 猪 120 2017年底

4 杨玉石
东郭

镇
东居委 其他 41°10′42″ 121°40′22″

狐

貉
1000 2017年底

5 才文军
东郭

镇
东郭村

养殖专

业户
41°10′54″ 121°39′42″ 猪 103 2017年底

6 党玉红
羊圈

子镇

羊圈子

社区

养殖专

业户
41°16′14″ 121°37′39″ 猪 103 2017年底

7 侯德成
羊圈

子镇

羊圈子

社区

养殖专

业户
41°16′14″ 121°37′40″ 猪 105 2017年底

8 李广利
羊圈

子镇

羊圈子

社区

养殖专

业户
41°16′29″ 121°37′42″

蛋

鸭
14000 2017年底

9 杨国俭
羊圈

子镇

羊圈子

社区

养殖专

业户
41°16′35″ 121°37′31″ 猪 107 2017年底

10 胡加新
羊圈

子镇

羊圈子

社区

养殖专

业户
41°16′39″ 121°37′35″

蛋

鸡
2000 2017年底

11 李艳
羊圈

子镇

羊圈子

社区

养殖专

业户
41°16′48″ 121°38′21″ 猪 120 2017年底

12 李立丰
羊圈

子镇

羊圈子

社区

养殖专

业户
41°16′52″ 121°38′19″ 猪 105 2017年底

13 付成养殖场 石新 大金村 规模化 41°08′11″ 121°35′2″ 猪 870 2017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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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养殖场

14 朱生军
石新

镇
大金村

养殖专

业户

41°7′2″
121°33′53″ 猪 112 2017年底

15 张克成
石新

镇
大金村

养殖专

业户
41°07′57″ 121°35′17″ 猪 110 2017年底

八、环境监管要求

1、在禁养区内，严禁新建、扩建各类畜禽养殖场。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

场污染物的排放要符合《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于 2017年底前逐步

实现关停、转产或搬迁。

2、在非禁养区内，本方案公布实施之日前建成的原有畜禽养殖场应按照环境

保护的有关规定，控制畜禽养殖规模，并严格落实污染防治措施，实现污染物达标

排放。

3、要大力提倡适度规模化养殖，优化养殖小区布局，实行污染物集中治理，

总量控制，达标排放。

4、新、扩、改建畜禽养殖场时必须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

度。

5、各区县要严格按照畜禽禁养区划定方案，结合本辖区畜牧业发展规划，把

好畜禽规模养殖发展关口，实现畜禽养殖业适度发展，严禁“先污染，后治理”现象

出现。

6、各级发改、住建、环保、畜牧、国土等部门在规划、立项、审批畜禽养殖

项目时，应根据本方案要求严格审批程序，切实推进全市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健康发

展。

九、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畜禽禁养区划定方案是保护和改善农业农村生态

环境，保证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依据，市政府应根据划定要求，把任务指标作为

目标责任制，落实到各区县和有关部门进行考核，做到任务具体，责任到位。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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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和有关部门要按照本方案，尽快制定关停、搬迁和整治方案，做到统一规划，逐

个落实措施，使畜禽养殖业尽快步入良性循环。

（二）完善法规，严格执法。各级环保部门、畜牧管理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

对严重污染环境的养殖场依法严厉查处。严格要求各类畜禽养殖场依法完善环保审

批手续并进行排污申报登记，经审核批准后发放《排污许可证》。

（三）加强指导，稳步推进。各级畜牧、环保部门等应加强对畜禽养殖业的

指导和管理，采取切实措施，大力推广干湿分离、沼气化处理、有机复合肥加工、

养殖-沼气-种植等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实用技术和生态养殖模式，进一步加大畜禽粪

尿综合利用力度，促进畜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四）广泛宣传，公众监督。各区县及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

网络等新闻媒体向全社会广泛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宣传，特别是要大力加强面向

农村的宣传，及时报道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的畜禽养殖污染事件和治污典型，形成

强大的舆论监督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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