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加强储备工作提升市场保障能力助推

黔货出山的通知 

 

各市州、贵安新区商务主管部门，贵州省食品有限公司、贵

州糖业烟酒有限公司、有关承储单位： 

为深化流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科学合理的物资储

备体系和规范高效的储备管理机制，大力促进贵州绿色优质

农产品销售，现就 2018年全省储备工作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对储备工作的认识 

做好储备工作是突发情况的托底保障。《突发事件应对

法》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应急物资储备保障制度，完善重要

应急物资的监管、生产、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体系。其中

商务部门承担的生猪、冻肉、食糖重要生活必需商品是其中

的重要一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

部署以来，各级应急管理、防汛抗旱、森林（草原）防火、

地震及地质灾害防治、防灾减灾等领导机构对强化储备工

作，提升应急物资保障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商务主

管部门和有关单位要从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切实抓好储

备工作。   

做好储备工作是市场调控的重要抓手。保障市场供应、

稳控市场物价是商务主管部门的重要职责之一。各级商务主



管部门要根据市场和生产端的实际情况，依法强化对物资储

备的管理和监督，确保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确

保需要时调得动、用得上。 

做好储备工作是黔货出山的有力推手。我省推动黔货出

山工作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但是在黔货出山的各

个环节，仍然存在不少的短板，如产量小、分布散、标准不

统一、上市期集中、存储设施配套不足等。省级生猪储备应

当成为规模化、标准化农产品生产的示范，省级冻肉储备应

当成为畜禽养殖的“蓄水池”，以生猪养殖和畜禽养殖为突

破口，探索黔货出山“产、销、存、运”全产业链条运作模

式。 

做好储备工作是乡村振兴的有生力量。储备工作扎根基

层，面向乡村，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吸纳当地贫困户劳动力

就业、发展当地贫困户托养代养、为贫困户发展产业提供技

术支持和销售渠道、开展助学帮扶等多种方式建立企业面向

贫困农户的帮扶机制，有利于提高贫困农户的收入，有利于

促进乡村产业的发展，从而有力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 

二、进一步认清储备工作的改革方向 

在十几年的运作中，我省重要生活必需商品储备工作形

成了一套适应省情和商品产销特点的操作方式和管理办法。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市场供求关



系的转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省重要生活必需商品储

备的作用必将发生重大转变。从保证阶段性的供求平衡为主

要目的过渡到引导生产和消费转变，从保障数量为主向提高

保障质量为主转变，从而促进流通的机制转变，以适应新时

代形势的变化。2018 年至“十三五”末期，我省开展重要生

活必需商品储备工作的改革方向是： 

以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遵循市场规律和储备法规，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创新驱

动，强化顶层设计，推动重心下移，坚持目标导向，聚焦发

展重点，营造科学高效、公开透明的储备运行机制，充分调

动承储基地和承储企业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形成分类管理、

系统全面、科学规范、公开透明、监管有力、目标明确和绩

效导向的省级重要商品储备管理新机制，充分发挥省级重要

生活必需商品储备对市场的撬动作用，进一步提高储备管理

效率，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实现应急储备和带动市场两

方面的功能并重，更加注重保障能力和运行效率的提升，更

加注重带动产业和品牌塑造，更加注重资源统筹和协调联

动，更加聚焦贵州绿色农产品销售发展重大需求，更加注重

带动农民增收和推动乡村振兴。 

三、抓好抓实 2018 年储备工作 

（一）生猪活体储备工作 



2018年省级财政继续安排 360万元用于开展省级生猪活

体储备工作。根据《贵州省省级生猪活体储备管理暂行办

法》 ，2018 年度生猪储备保障力度不得低于 2000 吨（合

40000 头）。2018 年初至今，全国范围内生猪价格出现普遍

下滑，生猪养殖业遭遇了严重的冲击，为推动我省生猪养殖

业平稳发展，防止生猪市场价格出现暴涨暴跌的情况，省商

务厅决定及时开展省级生猪储备收储工作。 

2018年生猪储备管理工作应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1.调整各基地场的储备品种结构，增加黑毛猪养殖。

2018年计划安排 13家储备基地场在过去纯养白毛猪 2000吨

（40000头）任务的同时，调整 30%的计划饲养黑毛猪 12000

头，具体安排见附表。计划分三轮执行。 

2.侧重养殖基地，做好资金使用管理。2018年安排用于

开展省级生猪活体储备工作的省级财政资金，按照承储单位

（养殖基地场）占 60%，代储单位占 40%的比率分配。 

3.就近吸纳储备基地场周边农民就业，促进农民增收。

各基地饲养员和管理员优先考虑就地聘用，月基本工资标准

不得低于 1600元（不含绩效、提成、奖金等）。13个基地场

应安排至少 300个农民就业，重点覆盖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 

4.开展“基地+农户+合作”的新型养殖模式，带动农民

增收。打破以往各基地场自繁自养的单一养殖模式，探索以

储备基地场开展仔猪代养帮扶农民增收模式，为各地农村培



育一批掌握规范化养殖技术的技术带头人。各基地场母猪生

下的仔猪断奶后，除满足省级储备计划任务外，确保一半以

上的仔猪无偿发放到当地农户饲养，基地提供饲料、技术、

防疫药品等，待猪生长到 100公斤左右后，采取保底价或是

支付代养人工成本回收的方式回收，确保农民养每头猪有

200 元以上的纯收入。 

5.与农村“三变”改革融合促进，引领农民发家致富。

发挥省级生猪活体储备制度对养殖企业的托底保障功能，支

持储备基地场抵御生猪市场价格波动的冲击，抓住行业低谷

调整期，支持省内各基地场开展扩建项目，指导企业在条件

合适、贫困户较为集中的农村选址发展养猪产业。通过“三

变”形式，鼓励农民利用自己的土地入股参与基地场建设，

或以“特惠贷”资金入股参与经营，确保参与的贫困户每年

获得入股分红。 

6.注重肉食品安全监测和品牌建设。更加注重食品安全

监测和品牌建设，加强疫病监测、食品安全全过程检验，杜

绝使用劣质饲料、非法饲料添加剂，防止抗生素等药物滥用，

进一步健全从场地选址、建设到种猪选育配种；从母猪产子、

保育到防疫、育肥、出栏等各环节的食品质量溯源体系。不

断提升各基地场生猪产品质量，将生产标准从无公害农产品

升级到绿色农产品及有机农产品，维护好“省级生猪活体储

备基地场”整体形象，大力培育“贵州黑毛猪、香猪、可乐



猪”等优质特色品种，助推贵州猪肉品牌走出大山、风行天

下。 

（二）冻肉储备工作 

2018年省级财政继续安排 150万元用于开展省级冻肉储

备工作，根据省财政资金使用规范和冻肉储备要求，总储备

规模（含猪、牛、羊、禽等）不得低于 500吨。 

2018年省级冻肉储备管理工作应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1.规范资金使用，提升运营效率。贵州省食品有限公司

作为省级冻肉储备的承储单位，必须确保省级冻肉储备专项

资金用于冻肉产品占用货款的资金利息、冷藏费、损耗费、

进出库费等。贵州省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要在财政部门规定的

基础上积极扩大储备规模，确保实际库存量常年保持在 1200

吨以上（或货值在 3600万元以上）。 

2.高质低价地供应特定市场。贵州省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要在保障质量的前提下，发挥储备冻肉价格低的优势，重点

保障好部队、大中专院校、医院、机关单位、监狱、低保户、

特困户等特殊群体对肉食品的基本需求。 

3.及时吸纳集中上市的畜禽肉品。贵州省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必须服从贵州省农产品促销专班的指导安排，主动融入

贵州绿色农产品冷链流通体系。根据贵州省农产品促销专班

指令和商务部价格监测系统发布的当期同类产品全国平均

价格，及时吸纳省内集中上市的畜禽产品。总货值在 500 万



元以下的，必须在指令下达的 24 小时内完成收储，总货值

2000万元以下的，必须在指令下达的 48小时内完成收储。 

（三）食糖储备工作 

2018 年省级财政继续安排 50 万元用于开展省级食糖储

备工作，根据省财政资金使用规范和食糖储备要求，总储备

规模不得低于 840 吨。 

1.重点做好防汛安排。贵州省糖业烟酒有限公司作为省

级食糖储备承储单位，要认真落实各级各部门关于防汛的各

项安排，重点做好排水沟渠的疏通保畅，加强对老旧库房的

整理改造，落实防潮、防渗措施，同时加强消防、食品安全

监管等方面的工作，确保省级食糖储备安全。 

2.保障贵州绿色农产品加工生产的需要。食糖是食品加

工中的重要原料，贵州省糖业烟酒有限公司要继续加强和

“好一多”、“山花”等公司的合作，从原料端发挥价格稳控

功能。积极拓展业务范围，在省农产品促销专班的指导下，

和省内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签订长期稳定的食糖供应合同，

实现降低生产企业成本和提高省级食糖储备运营效率的双

赢。 

（四）构建省、市、县三级联动的重要商品储备体系   

1.各地市县两级商务主管部门配合做好省级重要生活

必需商品管理工作。主要包括：按有关要求择优推荐承储单

位；根据本地实际申请储备品种调整和储备数量；不定期检



查本地承储单位储备计划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并督

促整改；根据储存条件变化，适时提出调整承储单位意见；

帮助承储单位解决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2.构建责权明晰的本级重要商品储备体系。省级重要生

活必需商品储备实行政府委托、企业代储、常年保持规模、

结合经营适时更新、储备费用适当补贴、部门（单位）分工

负责管理制度，储备商品所有权属于代储企业，应急动用权

属于省商务厅。各地应参照中央和省级安排专项资金，做好

本级重要商品储备体系设置。 

3.构建行之有效的本级重要商品储备体系。各地商务主

管部门要依托现有商务部价格监测平台，强化市场预测预

警，增强调控市场的能力。健全重要生活必需品和应急商品

储备制度，因地制宜地优化储备品种和区域结构，探索开展

小包装粮油、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储备规模。加大重要生活必

需商品储备设施、大型物流配送中心、农畜产品冷链物流设

施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依托超市、社区店、便利店、农家

店、农村电商网点等商业网点设施，逐步完善覆盖全省的城

乡市场应急储备投放体系，充分发挥流通设施保障市场供应

的作用。 

 

 

                                                               2018年 5月 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