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部关于切实做好2017年草原保护 

建设重点工作的通知 

 

农牧发〔2017〕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畜牧（农牧、农业）厅（局、委、办），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畜牧兽医局，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畜牧兽医局： 

2017年是全面深化草原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关键一年，也是落实草原保护

建设利用“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草原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生态

文明建设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部署，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生产生态有机结合、生态优先”的基本方针，

牢固树立保护为先、预防为主、制度管控和底线思维，进一步推进草原生态保

护建设，促进草牧业发展。为推动草原工作，使改革和发展重点任务落到实处，

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全面深化草原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1．推进改革落实。根据《农业部推进草原保护制度建设工作方案》（农牧

发〔2016〕11号），按照“权属明晰、保护有序、评价科学、利用合理、监管

到位”的要求，深入推进草原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稳定完善草原承包经营

制度，严格落实草原禁牧休牧轮牧和草畜平衡制度，加强基本草原保护。做好

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指标的分解、日常统计监测和对照核查工作，开展草原承载

力监测预警，有序推进全民所有草原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编制草原资源资产负

债表，促进草原实现休养生息。 

2．加大沟通协调。草原改革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省（区、

市）草原行政主管部门要紧跟当前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进展，结合当地草原自然资

源保护利用现状，及时主动向省（区、市）政府汇报草原改革工作安排，确保与

地方政府的各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举措“同部署、同协调、同实施、同监管”。

积极对接发改、环保、国土等部门做好草原生态空间规划编制和划定、生态保护



红线划定工作，研究厘清草原资源用途管制边界，掌握各县域国土空间开发中涉

及草原资源变化情况，加强草原生态空间向其他自然生态空间用途转换管理，探

索研究草原生态环境损害评估和赔偿制度，建立动态台账，强化实时管控。 

二、扎实开展草原资源清查 

3．加强组织领导。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

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6〕75号）及《国务院

关于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82

号）中“全面开展公共资源清查”和“推进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核算”

的统一要求，开展草原资源清查工作是贯彻中央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举

措。各地要充分认识开展草原资源清查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制定草原资源

清查方案，完善工作机制，明确和落实责任分工，加强组织协调，及时掌握研

究和解决困难问题，按时保质完成草原清查工作，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确保

党中央、国务院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如期推进。 

4．摸清草原家底。围绕摸清草原“权属权责、面积分布、类型等级、利用

现状、生态状况”等基础信息，各地应以县为单位组织开展草原自然资源清查，

汇总并填写草原改革任务统计表（见附件1）。根据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要求

及草原资源管理现状，草原资源清查工作分两步走，今年在京津冀区域、长江

经济带沿线各省（直辖市）所有县及全国268个牧区半牧区县（见附件2）率先

开展；2018年完成全国所有县域草原清查工作。近期，《全国草地资源清查总

体工作方案》将印发各地，请遵照执行。 

三、严格落实依法治草 

5．落实草原管护制度。加快划定基本草原，规范工作程序，及时上图公告。

建立健全省级禁牧和草畜平衡管理办法，明确违反禁牧规定和超载过牧行为的

纠正和处罚措施。加强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制度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强化载畜

量核定，完善禁牧和草畜平衡档案管理，推广草畜平衡实用技术，发展适度规

模的舍饲圈养，因地制宜建植人工草地，降低天然草原放牧强度，促进草原资



源永续利用。开展草畜平衡达标县建设，创建一批草原利用合理、生产技术先

进的典型达标县，加大对达标县的绩效考核奖励支持力度。加大草原火灾防控

力度，全面整改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 

6．严格草原征占用管理。加强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建立健全

用地预审协商机制，做好建设项目征占用草原审核审批工作。对未批先建等违

法占用草原的建设项目，一经发现，立即责令建设单位停工，依法进行立案调

查；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越权审批、违反法定程序审批等

造成草原资源严重破坏的，要按照《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规定，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依法追究审批机关和相关责任人的责

任。已经发生的违法征占用草原的建设项目，应在违法行为依法受到处罚后，

方可办理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手续。 

7．加大违法案件查处力度。推进基层草原监理机构和草原管护员队伍建设，

加大草原执法监督力度。深入开展草原生态环境整治，着力解决草原生态环境

保护面临的突出问题。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始终保持打击破坏草原资源违法

行为的高压态势，发现涉嫌犯罪的案件，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加

大对非法开垦草原、非法征占用草原等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对典型案件进行

跟踪督办和通报。加强与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的沟通协调，不断完善草原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共同打击破坏草原资源违法犯罪行为。 

四、落实强牧惠牧政策 

8．深入实施新一轮草原补奖政策。严格按照《农业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

关于印发〈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指导意见(2016—2020年)〉

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切实将政策落到实处。要强化资金管理，

力争在10月底前将禁牧补助和草畜平衡奖励资金发放到户；用足用好绩效考核

奖励资金，建立资金使用台账，切实推进草原生态改善和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

做好补奖信息系统数据录入、政策实施成效评估研究和绩效考核（见附件3）等

工作，完成好年度绩效目标（见附件4），按时报送绩效考核奖励资金使用方案

和补奖政策实施情况总结。 



9．推进草原重大生态保护工程建设。继续推进退牧还草、京津风沙源草原

治理、退耕还林还草、西南岩溶地区石漠化草地治理、农牧交错带已垦草原治

理试点、草原防火基础设施建设等工程的实施力度。加快实施进度，严格执行

进度季报制度。加强工程项目基础数据采集，推进项目数字化管理系统建设。

组织开展工程效益监测，定期形成工程效益评价报告。认真开展工程项目自查

自验工作，总结经验模式、加大成果宣传，确保工程实施效果。 

10．加快推进现代草牧业发展。依托草原补奖政策绩效考核奖励和南方现

代草地畜牧业推进行动等政策项目，深入推进草牧业试验试点。总结可复制可

推广的典型经验模式，确定一批现代草牧业发展示范县，组织开展培训和交流

活动。积极争取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推进草牧业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

式。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鼓励和扶持新型经营主体打造优质品

牌，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推动构建种养加结合、产供销一体、一二三产

业融合的草牧业产业体系。推动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和草产业科技创新联盟

建设，整合行业科技资源，形成推进现代草牧业发展的智库。组织专家和技术

人员开展生产经营监测和实地指导，推进草牧业生产良种良法配套，总结推广

优质高效生产经营模式，提高生产效率，保护草原生态，促进牧民增收。 

 

附件：1．草原改革任务统计表 

2．全国268个牧区半牧区县名单 

3．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实施情况绩效评价指标 

4．2017年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绩效目标 

 

 

农业部 

2017年2月28日 

 

附件 1 

草原改革任务统计表 



 

填报单位（公章）：                                 填写日期：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数值 说明 

1 草原总面积 万亩  

经清查并上图确认 

1.1 其中：国有草原面积 万亩  

1.2 集体草原面积 万亩  

2 草原承包面积 万亩  

2.1 落实承包的国有草原面积 万亩  

2.2 落实承包的集体草原面积 万亩  

2.3 
已纳入不动产统一确权登记的草原

承包面积 
万亩  

2.4 
已纳入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的草

原承包面积 
万亩  

3 国有农牧场的草原面积 万亩  依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所有自然资源资

产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发

〔2016〕82 号）中，建立国有草原资源

有偿使用制度的要求落实 3.1 
其中：已改制国有农牧场的草原面

积 
万亩  

4 
国有草原向集体经济组织外流转的

面积 
万亩  

依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所有自然资源资

产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国

发〔2016〕82 号）中，建立国有草原资

源有偿使用制度的要求落实。已落实承

包的国有草原向本村集体经济组织之

外的单位或个人流转的面积 

5 已公告基本草原面积 万亩  
经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公告，公告复印

件需同时上报备案 

5.1 
完成技术划定但未公告的基本草原

面积 
万亩  

经草原部门划定但未公告的基本草原

面积 

6 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草原面积 万亩  

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

意见》（厅字〔2017〕2 号）要求，2017

年京津冀区域、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需

摸清该面积，2018 年全国全面完成 

7 纳入各类保护地草原面积 万亩  

各类保护地指国家公园、世界自然和文

化遗产地和各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

区、地质公园、湿地公园、森林公园、

沙漠公园等 

8 禁止开发区内的草原面积 万亩  

对照省级主体功能区划，确定相应草原

面积 

9 限制开发区内的草原面积 万亩  

10 重点开发区内的草原面积 万亩  

11 优化开发区内的草原面积 万亩  

12 草原退化面积 万亩  依据《天然草地退化、沙化、盐渍化的

分级指标》GB19377-2003 填报 12.1 其中：重度草原面积 万亩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数值 说明 

12.2 中度草原面积 万亩  

12.3 轻度草原面积 万亩  

13 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   

14 超载率小于 10%的县及名称 个  

超载率计算依据《天然草地合理载畜量

的计算》（NY/T635-2002）;县域名称在

数值中一并填写 

14.1 超载率小于 10%的草原面积 万亩  

15 超载率 10%-15%的县及名称 个  

15.1 超载率 10%-15%的草原面积 万亩  

16 超载率大于 15%的县及名称 个  

16.1 超载率大于 15%的草原面积 万亩  

17 年末草食家畜存栏数量 羊单位  
羊单位折合见《天然草地合理载畜量的

计算》（NY/T635-2002） 

备注：本表格涉及时间截止到 2017 年 10 月 31 日。填写汇总后随各省（区、市）草地资源清查报

告上报。 

 

附件 2 

全国 268 个牧区半牧区县名单 

省（区） 牧区县 半牧区县 

河  北 无 沽源县、张北县、康保县、尚义县、围场县、丰宁县 

山  西 无 右玉县 

内蒙古 

达茂旗、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右旗、鄂

托克旗、乌审旗、杭锦旗、鄂托克前旗、

新巴尔虎右旗、新巴尔虎左旗、陈巴尔

虎旗、鄂温克旗、乌拉特中旗、乌拉特

后旗、阿巴嘎旗、锡林浩特市、苏尼特

左旗、苏尼特右旗、镶黄旗、正镶白旗、

正蓝旗、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

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 

巴林左旗、翁牛特旗、克什克腾旗、林西县、敖汉旗、

科尔沁左翼中旗、科尔沁左翼后旗、 扎鲁特旗、开

鲁县、奈曼旗、库伦旗、东胜区、准格尔旗、达拉特

旗、伊金霍洛旗、阿荣旗、莫力达瓦旗、扎兰屯市、

乌拉特前旗、磴口县、察哈尔右翼中旗、察哈尔右翼

后旗、四子王旗、科尔沁右翼中旗、科尔沁右翼前旗、

突泉县、扎赉特旗、太仆寺旗 

辽  宁 无 
康平县、彰武县、阜新县、北票市、建平县、喀喇沁

左翼县 

吉  林 无 
双辽市、前郭县、乾安县、长岭县、镇赉县、大安市、

洮南市、通榆县 

黑龙江 杜尔伯特县 

龙江县、甘南县、富裕县、泰来县、虎林市、肇源县、

肇州县、林甸县、同江市、兰西县、肇东市、青冈县、

明水县、安达市 

四  川 

阿坝县、若尔盖县、红原县、壤塘县、

石渠县、色达县、德格县、白玉县、甘

孜县、炉霍县、道孚县、稻城县、理塘

县、昭觉县、普格县 

马尔康县、黑水县、九寨沟县、茂县、汶川县、理县、

小金县、金川县、松潘县、康定县、新龙县、泸定县、

丹巴县、九龙县、雅江县、乡城县、巴塘县、得荣县、

盐源县、木里县、西昌市、德昌县、会理县、冕宁县、



省（区） 牧区县 半牧区县 

越西县、雷波县、喜德县、甘洛县、布拖县、金阳县、

美姑县、宁南县、会东县 

云  南 无 德钦县、维西县、香格里拉县 

西  藏 

当雄县、仲巴县、萨嘎县、那曲县、嘉

黎县、聂荣县、安多县、申扎县、班戈

县、巴青县、尼玛县、革吉县、改则县、

措勤县 

林周县、昌都县、江达县、贡觉县、类乌齐县、丁青

县、察雅县、八宿县、曲松县、措美县、错那县、浪

卡子县、谢通门县、康马县、亚东县、昂仁县、岗巴

县、比如县、索县、普兰县、札达县、噶尔县、日土

县、工布江达县 

甘  肃 
天祝县、肃南县、肃北县、阿克塞县、

玛曲县、碌曲县、夏河县、合作市 

永登县、永昌县、靖远县、民勤县、山丹县、瓜州县、

环县、华池县、漳县、岷县、卓尼县、迭部县 

青  海 

海晏县、刚察县、祁连县、泽库县、河

南县、共和县、同德县、兴海县、贵南

县、班玛县、久治县、玛沁县、甘德县、

达日县、玛多县、玉树县、称多县、杂

多县、治多县、曲麻莱县、囊谦县、天

峻县、乌兰县、都兰县、格尔木市、德

令哈市 

门源县、尖扎县、同仁县、贵德县 

宁  夏 盐池县 同心县、海原县 

新  疆 

木垒县、温泉县、阿合奇县、乌恰县、

塔什库尔干县、新源县、昭苏县、特克

斯县、托里县、裕民县、和布克赛尔县、

阿勒泰市、布尔津县、哈巴河县、富蕴

县、青河县、福海县、吉木乃县 

乌鲁木齐县、哈密市、巴里坤县、伊吾县、奇台县、

博乐市、精河县、尉犁县、和静县、和硕县、且末县、

温宿县、沙雅县、阿克陶县、民丰县、尼勒克县、巩

留县、塔城市、额敏县 

 

附件 3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实施情况绩效评价指标 

序号 评价指标 具体内容 

1 

基

础

工

作 

省级拨付中央财政资金情况 
省级拨付资金的文件名称、文号、时间，每次拨付资金额度，

已拨付资金占全部资金的比例 

2 省级实施方案制定情况 制定时间、文件名称、文号 

3 草原承包经营制度落实情况 共落实草原承包面积，占草原面积的比例 

4 基本草原划定情况 
已划定为基本草原的草原面积，占纳入补奖政策草原面积的比

例 

5 执法监督情况 
草原执法监管部门的工作开展情况，违法案件查处及统计数据

报送情况 



 

附件 4 

6 

电子

档案

录入

管理

情况 

牧户（5 省为资金发

放对象）基础信息

录入 

基础信息录入数与计划数及百分比，承包证照片已上传数与应

上传数及百分比 

7 资金发放情况录入 到户（5 省为资金发放对象）资金录入数与应发数及百分比 

8 村级管理员情况 现有村级草管员人数、经费来源等情况 

9 
禁牧

和草

畜平

衡任

务资

金落

实情

况 

草原禁牧和草畜平

衡管理制度制定情

况 

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管理制度制定时间、文件名称、文号 

10 
禁牧草原定位上图

情况 
禁牧草原定位上图面积，占全部禁牧草原面积的比例 

11 
实现禁牧和草畜平

衡的草原所占比例 
实现禁牧和草畜平衡的草原面积占计划面积的比例 

12 

禁牧补助和草畜平

衡奖励资金发放比

例 

禁牧补助和草畜平衡奖励资金发放比例 

13 

实

施

成

效 

现代

草原

畜牧

业发

展情

况 

牛羊肉生产情况 牛羊肉合计产量，较上年增加比例 

14 规模化养殖情况 
牛羊规模化养殖比重（50 头牛或 100 只羊，折合成羊单位），

较上年增加情况 

15 
舍饲和基础设施建

设情况 

牛羊舍饲率（折合成羊单位计算）较上年增加情况，新建基础

设施情况（楼堂馆所除外） 

16 

草原

监测

及生

态改

善情

况 

监测样地任务完成

情况 
监测样地数量达标情况 

17 
入户调查任务完成

情况 
走访牧户数量达标情况 

18 
草原植被盖度改善

情况 
农业部门监测统计植被盖度改善情况 

19 
草原植被高度改善

情况 
农业部门监测统计植被盖度改善情况 

20 
草原产草量提高情

况 
农业部门监测统计植被盖度改善情况 

21 政策

效应 

可持续影响 牧民自觉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意识是否提高 

22 牧民满意度 牧民对政策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 

23 其

他 

重大违规违纪  

24 一般违规违纪  



2017 年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绩效目标 

序号 省区 

指标及指标值 

项目区天然草

原鲜草产量 
禁牧面积 

草畜平

衡面积 

补奖资金发

放到位时间 

项目区牧民户均

政策性收入 

项目区草原植

被综合盖度 

促进草原畜牧

业可持续发展 

牧民满

意度 

1 河北 2000万吨以上 
1747.3 万

亩 
 10 月前  

降水量不低于

上年的情况下

达到 70%以上 

中长期 ≥95% 

2 山西 400万吨以上 78 万亩  10 月前  

降水量不低于

上年的情况下

达到 70%以上 

中长期 ≥95% 

3 内蒙古 1.8亿吨以上 
40490万

亩 

61510

万亩 
10 月前 达到 1500元以上 

降水量不低于

上年的情况下

达到 43%以上 

中长期 ≥95% 

4 辽宁 1500万吨以上 
507.4万

亩 
 10 月前  

降水量不低于

上年的情况下

达到 60%以上 

中长期 ≥95% 

5 吉林 1500万吨以上 
771.1万

亩 
 10 月前  

降水量不低于

上年的情况下

达到 70%以上 

中长期 ≥95% 

6 黑龙江 3000万吨以上 
1256.6 万

亩 
 10 月前  

降水量不低于

上年的情况下

达到 65%以上 

中长期 ≥95% 

7 四川 8000万吨以上 7000万亩 
14200

万亩 
10 月前 达到 1500元以上 

降水量不低于

上年的情况下

达到 80%以上 

中长期 ≥95% 

8 云南 4500万吨以上 2731万亩 
15069

万亩 
10 月前 达到 1500元以上 

降水量不低于

上年的情况下

达到 85%以上 

中长期 ≥95% 

9 西藏 8000万吨以上 
12938万

亩 

76462

万亩 
10 月前 达到 1500元以上 

降水量不低于

上年的情况下

达到 42%以上 

中长期 ≥95% 

10 甘肃 4000万吨以上 
10000万

亩 

14100

万亩 
10 月前 达到 1500元以上 

降水量不低于

上年的情况下

达到 48%以上 

中长期 ≥95% 

11 青海 8000万吨以上 
24547万

亩 

22888

万亩 
10 月前 达到 1500元以上 

降水量不低于

上年的情况下

达到 53%以上 

中长期 ≥95% 

12 宁夏 400万吨以上 2599万亩  10 月前 达到 1500元以上 

降水量不低于

上年的情况下

达到 50%以上 

中长期 ≥95% 

13 新疆 8000万吨以上 
15000万

亩 

54090

万亩 
10 月前 达到 1500元以上 

降水量不低于

上年的情况下

达到 38%以上 

中长期 ≥95% 



14 兵团  885万亩 
2182万

亩 
10 月前 达到 1500元以上 

降水量不低于

上年的情况下

达到 38%以上 

中长期 ≥95% 

15 农垦  98.2万亩  10 月前  

降水量不低于

上年的情况下

达到 65%以上 

中长期 ≥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