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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市七星关区动物性食品安全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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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动物性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大家所必需的营养成分之一，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

提高，人类对动物性食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大。因此，动物性食品安全是全球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为此，本文简

述了动物性食品及安全的概念和保障动物性食品安全的意义；指出了我国及毕节市七星关区动物性食品安全存

在的问题；分析了影响动物性食品安全的因素；提出了保障动物性食品安全的对策措施：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

好的氛围，健全监管体系、落实地方政府属地管理责任，全面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落实主体责任，加强疫

病防控、加大执法和监督检测力度、提高投入品监管能力，建立标准化示范基地、带动动物性安全食品生产，健全

安全协调制度、形成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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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性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大

家所必需的营养成分之一，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

断提高，人类对动物性食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大。因

此，动物性食品安全是全球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

1 动物性食品及安全概述

动物性食品，是指动物的肉、脏器、蛋和奶等可

食性物质及其加工的副食品[1]，主要包括家畜、家禽、

水产品、野生动物及其加工的动物产品。动物性食

品富含优质蛋白质、营养价值高，能为人们提供丰富

的营养，是人们改善膳食结构的主要食品。食品安

全是指人们在食用动物食品后，不应该有影响人体

生长发育、存在或导致人生命安全的因素，不应该有

导致人发生疾病的隐患和危险，不应该有影响子孙

后代身体健康的隐患。安全问题主要包括动物传染

病安全，动物性食品加工、包装、运输过程中的安全，

动物养殖环节污染安全等方面的问题。

2 保障动物性食品安全的意义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2]。我国已经进入

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食

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为了保

障动物性食品安全，世界各国都充分利用当地自然

资源，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加强对动物性食品安全

的监管。毕节市作为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

建立的开发扶贫试验区，提出了建设畜牧大区的伟

大构想，各县区结合实际，鼓励建立规模化养殖场，

采用先进的适用技术，大力发展生态畜牧业，畜牧

业从传统的饲养转变为现代化、规模化、集约化的

养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畜牧业占农业的比重大

幅提高，畜产品数量快速增长，为人民群众提供了

丰富的动物食品，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

改善。但是，受经济利益的影响，为追求生长速度，

获得更多的产品，部分生产者滥用添加剂、生长素、

违禁药品等，消费者食用这些产品，会导致各种疾

病的发生，给食品安全带来较大的隐患，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很好的保障，令人担忧。俗

话说，“病从口入”，我们很多的病是从吃上得来的，

如前些年的“三聚氰胺案”就是典型的动物性食品

安全案例，消费者食用后出现了严重的疾病，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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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垂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因此，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维护公共卫生安全、

保障动物性食品安全势在必行，迫在眉睫[3]。

3 动物性食品安全存在的问题

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需品，品种较

多，尤其是动物性食品，多数成为各地的支柱产业

之一，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在国民经济发展中

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是当今世

界各国所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各国食品安全问

题每年都时有发生，不仅造成了人员死亡，而且还

危害社会利益。食品安全问题已经不是哪一个国

家的事情，而是超出国界成为全球性的问题。我国

更加重视食品安全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习近平于 2015年 5月就发表了重要讲话，对食品

安全问题作了安排部署，要求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

最严肃的问责”，加快建立科学完善的食品药品安

全治理体系，充分体现了我国对食品安全的重视。

201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

全国食品安全大会上强调，全国上下要认真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四个最严”的讲话精神，牢牢守住食品

安全底线，把食品安全作为当前和今后较长时间内

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切实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

把食品安全问题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以“四个最

严”作为重要抓手，坚持问题导向，牢固树立安全问

题意识，在工作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不断

提高工作水平，充分认识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意

义，聚集社会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食品安全问题，

以提高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工作的满意度为目标，

把不发生食品安全事故作为最终目标，敢于亮剑，

硬碰钉子，同食品安全问题斗争，及时处理食品安

全问题，消除不安全食品因素对人民群众身体的危

害，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保证舌尖上的安全，确保

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尽管如此，由于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动物性食品安全仍存在一些不

容忽视的问题。

3.1 我国动物性食品安全存在的问题

1）动物性食品安全问题及动物性食品中毒事

件时有发生。如前些年的“三聚氰胺案”、“上海瘦

肉精中毒案”、河北新乐市加工“病死猪肉”案等动

物性食品典型案例。

2）动物性食品质量不合格或销售过期食品在

个别地方依然存在。个别地方或企业为谋求利益，

不顾消费者的生命安全，销售过期动物性食品，如

2018年上海某食品公司总经理刘某，订购一批临期

奶制品，却因合同交付约定销售过期奶制品。

3）动物性食品生产环境污染依然存在。随着

我国工业化的推进，排放的废弃物给环境造成了一

定的污染，给养殖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危害。另

外，养殖产生的畜禽粪便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造成残

留，破坏生态环境，甚至会带来疫病风险。

4）个别企业道德素质低，无法无纪，唯利是图。

个别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违规使用违禁药品或非法

添加剂，少数动物性食品生产经营者不讲诚信道

德，为谋求利益，违法违规销售不合格动物性食品。

5）动物性食品安全监管有待加强。近年来，我

国政府虽然加大了对动物性食品的安全监管，但受

诸多因素的影响，多数监管部门仍然存在人员配备

不齐、经费不足等瓶颈问题。

3.2 毕节市七星关区动物性食品安全存在的

问题

1）动物养殖规模化程度不高，分散零乱、存在

安全隐患。全区 43个镇乡街道，除了分散饲养外，

现有各类养殖场 400多个，存栏生猪 60多万头，牛

18万多头，羊 5万多只。禽 400多万羽，其中蛋鸡近

300万羽，养殖水平参差不齐，传统养殖和小规模饲

养占比较重大，养殖水平不高，与国内先进水平之

间存在明显差距。小规模饲养和分散饲养给监管

带来不便，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2）缺乏现代化加工企业带动，屠宰环节存在漏

洞，有私屠滥宰现象。全区目前尚无一家现代化的

动物性食品加工企业，动物经屠宰后，多数到小商

贩或落后的农贸市场销售，很少到大中型超市销

售，当天未销售完的产品第 2天甚至第 3天继续销

售，无保鲜冷藏设施设备，造成动物性食品腐烂变

质。更有部分群众缺乏安全意识，分散养殖的畜

禽，抓住监管漏洞，私自宰杀，到处乱销售。

3）机构不健全，监管人员欠缺。2019年机构改

革后，动物卫生监督所撤销，合并到农业综合执法

大队，仅有 5人，全区 43个镇乡街道没有机构和专

门人员检疫，个别镇乡检疫人员为非专业人才，部

分镇乡街道即使有人也临近退休。2012年区直局

成立了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股，现有工作人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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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43个镇乡街道也相继成立了农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站，但与农业服务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缺

乏专门的工作人员，没有人办事，徒有虚名。

4）野生动物管理有待加强。由于群众意识不

高，管理机构不健全，群众有捕食或饲养野生动物

的习惯，可能会造成人传染病毒，给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带来隐患。如 2003年的非典，2020年
的新型冠状肺炎。

4 影响毕节市七星关区动物性食品

安全的因素

4.1 生物因素

七星关区具有生物多样性，环境中存在大量的

微生物、寄生虫等，因此，动物性食品在运输和上市

销售过程中极易受到污染，人食用后会造成人将病

菌传染给动物发病，使得动物疫病流行，更为严重

的是，有些重大人畜共患传染病，如炭疽、口蹄疫

等，人食用动物产品后，造成人畜共患之，严重危及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2 饲料及农（兽）药残留因素

七星关区地处云贵高原腹地，天无三日晴，地

无三尺平，梅雨季节较长，种出的玉米等容易发生

霉烂，含有毒性物质。为保证饲料作物产量，使用

的农药可能超标，动物食用作物产生残留。另外，

大型规模化养殖场为提高畜禽的存活率及生长速

度，在饲养和治疗过程中超量滥用药物，导致药物

残留超标[4]。

4.3 环境因素

环境污染影响动物产品安全[5]。七星关区虽然

没有重工业，但受自然气候以及大力发展养殖业、

滥用农药等的影响，部分区域存在重金属污染。

2019年，七星关区在申办绿色食品工作中，抽取了 4
个乡镇的 21个土样，仅有 5个合格，其余重金属均

超标。

4.4 其他因素

部分无良心的商家，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减

少发生重大动物疾病或灾害时的损失，把患病或死

亡的畜禽进行简单加工后就上市销售，不作无害化

处理，消费者无法辨别，直接购买食用，造成重大传

染病甚至人畜共患病的发生，给畜牧业的发展带来

灾难，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5 保障动物食品安全的对策

动物食品卫生安全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要解决动物性食品的安全问题，必须从

源头抓起，实行全程监管，全社会参与，共同保证动

物食品从养殖场到餐桌的安全，确保人民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5]。

5.1 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的氛围

采取印发宣传单、张贴、悬挂张贴宣传标语、举

办专栏、广播电视、报纸等多种形式，在人民群众中

广泛宣传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和食品安全知识；采取

集中培训的方式，在一定区域内举办培训班，召集

种植、养殖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生产经营主体以

及广大消费者了解、掌握科学用药安全知识和食品

安全知识，真正深入人心，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5.2 健全监管体系，落实地方政府属地管理责任

建立区、乡、村三级服务机构，按照属地管理的

原则，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从农业服务中心独

立出业，给镇乡街道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编制，

从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中选拔优秀的人才充实到各

级监管站以配齐工作人员，做到有机构、有人员办

事，实行网格化管理，把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提

到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加大政府投入，把动物产品

质量安全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保障监管经费，

特别是要加大监测检测经费的投入，保证检验检测

需要。

5.3 全面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落实主体

责任

结合地方实际，制定相关工作制度，建立相关

工作台账，落实动物性食品安全责任，开展集中培

训，做好生产记录，严格执行禁限用农（兽）药管理、

农兽药安全间隔期等规定；在屠宰企业建立并落实

肉品流向登记制度，实现肉品质量可追溯；完善病

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5]，对病死畜禽均实行无害

化处理。加强内部质量管控，实行自我承诺、自我

保护，全面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保证动物

性食品的合格。

5.4 加强疫病防控，加大执法和监督检测力度，提

高投入品监管能力

扎实抓好全区动物疫病防控，把好检验检疫关

口。在畜产品上市前，按国家有关法规和标准严格

检验检疫，加强流通环节的监督检查，逐步提高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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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手段和方法，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确保动物产品

的安全。

配齐执法队伍和设施设备，对动物性食品生产

企业建立监管名录，进行登记备案，创建投入品监

管信息平台，实现平台管理。制定投入品购买索证

索票、经营台账、实名购买等相关制度，组织相关人

员对农资及基地开展检查和技术指导。加强部门

协作，加大执法力度，对违法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

处理。

制定监测计划、抽样检验及快速检测工作计

划，加大对全区动物性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和农民专

业合作经济组织生产的动物性食品的抽检力度，全

部开展自检或委托检测，及时将产品质量安全监督

抽查、监管、质量安全风险监测等信息进行公开

公示。

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对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政

策及法律法规，加大野生动物的保护力度，严禁非

法饲养、捕食野生动物，加大执法力度，对违法犯罪

的严惩不贷，严防野生动物带病毒的传染。

5.5 建立标准化示范基地，带动动物性安全食品

生产

加大农产品生产基地土壤、水样重金属污染防

治监测力度，同时加强畜禽养殖场环境污染专项治

理工作。对蛋鸡、肉鸡、生猪等主导农产品制定生

产操作规程，并下发到各乡镇街道，由各乡镇街道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将标准发放到村，由村发放

到户。建立标准化的生猪、肉牛、肉鸡、蛋鸡、水产

品等标准化示范场[6]，重点在养殖环节以预防为主，

科学合理依法依规使用兽药和饲料，认真做好动物

疫病防控，鼓励创建品牌，实施标准化生产，倡导健

康养殖，从源头上保证动物性食品的安全。

5.6 健全安全协调制度，形成长效机制

七星关区已获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全区上

下应举全区之力，建立健全农产品产地环境管理、

投入品监管、生产过程管控机制，把好源头关；建立

健全质量监控和建立动物食品信息可追踪系统，对

食品安全性进行监控和追溯，鼓励社会公众、行业

协会积极参与，共建共治。加强与市场监管、林业、

供销社等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建立食品质量安全联

席会议制度，保障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的有效衔

接，形成长效机制，保证动物产品质量，保证消费者

安全。

6 结 语

动物性食品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必需品，食

品安全问题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大家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

作为我国开发扶贫试验区毕节市七星关区应该在

全国起带头作用，推进畜禽标准化养殖基地建设，

加强养殖环节生产监管，保证饲料和用药安全，从

源头上保证食品安全下功夫，建立健全区、乡、村三

级食品安全监管服务体系，实行网格化监管，加大

执法和抽检力度，做好过程管控，保证动物及动物

产品从养殖场到餐桌的安全，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

的安全，促进畜牧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助力脱

贫攻坚，增加人民群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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