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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吴忠市农业农村局接到涝河桥肉食品公

司“涝河桥牛羊定点屠宰批发市场问题反映”的来

信，局领导高度重视，立即会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利通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局召开专题联席会

议，安排专人对来信反映的问题进行实地调查核

实，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1 反映问题的核实情况

1.1 对“私屠滥宰”问题的核实

一是来信反映“利通区牛羊皮收购商贩每天收

购牛皮 200～250 张、羊皮 1 500～2 000 张，而从

利通区周边 3 家定点屠宰厂收购牛皮 130～150

张、羊皮 1 000～2000张”，以此推算利通区私屠滥

宰现象严重。

据调查，王占青等 6名牛羊皮商贩每日收购牛

皮 100张左右，其中 70张来自市区 3家定点屠宰

厂，部分来自银川、石嘴山、中卫等周边市县；收购

羊皮 2 000张左右，其中 1 000张来自市区 3家定

点屠宰厂，另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内蒙、甘肃、青海等

地。经查询全国畜禽屠宰行业管理系统显示，一季

度利通区、青铜峡 3家牛羊屠宰厂日屠宰肉牛 68

头、肉羊 964只，与调查情况基本相符。从牛羊皮收

购量来看，市民所消费的牛羊肉大部分来源于定点

屠宰厂，还有一部分为农户自宰自食。

二是“杂碎店销售杂碎全部从私屠滥宰点收

购”。据调查，全市以牛羊肉及附属品（杂碎）为主的

餐饮服务单位 365家，每天使用羊杂 600 kg（约

200只羊）。知名的羊杂店中，杜优素从盛源食品科

技有限公司采购；南门老何记羊杂碎、西湖牛记羊

杂从灵武志东牛羊杂碎加工点采购（有检疫检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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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监督工作队伍建设，不断加强与河口各相关部门

间协作，不断加强动物卫生监督工作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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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马五羊杂从宁夏艳云食品有限公司采购（宁夏

艳云食品有限公司分别从青铜峡市牧泉肉食品公

司和同心县瑞加祥屠宰厂采购）。据经营户反映，未

从涝河桥牛羊肉食品有限公司进货的原因是价格

过高。从羊杂店供货来源调查结果看，吴忠市羊杂

经营主体食材主要来源于定点屠宰厂，大多数羊杂

经营户会向供货方索要“两证”或《流通环节肉品销

售凭证》。但仍存在个别商户法制意识较为薄弱，索

证索票不全不规范或不索要票证的情况。

三是“利通区每年淘汰奶牛 1.5万～2万头，很

少到定点屠宰厂屠宰”。据调查，吴忠市每年淘汰奶

牛约 4万头，其中，病死无害化处理 1.3万头；绝大

部分被拉到河南、广州等地加工成其他肉食品。由

于淘汰牛肉口感差，市场销售量小，2019年吴忠市

只有牧泉公司屠宰淘汰奶牛 720头。

1.2 对“无序竞争”问题的核实

据调查，涝河桥肉食品有限公司、宁夏盛源食品

科技有限公司、青铜峡市牧泉食品有限公司（鸿乐

府）均配有驻场官方兽医、肉品品质检验员，建有肉

品品质检验室，“三证”（定点屠宰证、动物防疫条件

合格证、排污许可证）齐全，且与相关企业签订了“污

水委托转运（处理）协议”或自建污水处理设施，不存

在“不处理污水肆意排放”的问题。涝河桥年设计屠

宰量肉牛 3万头，肉羊 60万只；盛源年设计屠宰量

肉牛 4万头，肉羊 200万只；牧泉年设计屠宰量肉牛

2万头，肉羊 3万只。3家屠宰厂由于建设规模、经营

方式和供货来源不同等原因，普遍存在设计屠宰量

较大、实际屠宰量较小，屠宰场“吃不饱”的现象，屠

宰设备利用率不高。屠宰厂以购牛时予以借款、提高

牛羊下水收购价格、收购款当场现金兑付、降低屠宰

收费等方式吸引客户，导致其他屠宰厂客户流动转

移，属正常市场行为，不存在“无序竞争”现象。

1.3 对“执法不严”问题的核实

吴忠市农业农村局、利通区农业农村局组织

多名工作人员前往来信反映的“东塔寺乡干饭渠

路口、清水沟桥边、瓜儿渠小区、原汉渠乡政府”等

地开展突击检查，未发现私屠滥宰行为；经走访周

边商（住）户，反映“近两年未见到周边有私屠滥宰

的行为，偶有宰杀也为自宰自食”。涝河桥公司证

实“该照片应该是去年拍摄的”。从调查走访看，自

全市开展卫生城市创建工作以来，各部门齐抓共

管，城区范围内已不存在私屠滥宰行为。2020年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各地关闭了活畜禽交易市场，严

厉打击“私屠滥宰”行为，畜禽定点屠宰得到了进一

步规范。但在农村偏远地区、城乡结合部等私屠滥宰

易发区，个别人以自宰自食为借口进行屠宰。由于执

法监管力量薄弱（利通区农业农村局事业单位改革

和综合执法局改革尚未完成，职权职责划分不够清

晰，协调配合不顺畅，对监管执法造成了一定影响）、

执法覆盖面不广等原因，仍存在监管漏洞。

1.4 对“请求及建议”的答复

一是“请求开展打击私屠滥宰专项行动”。下一

步，农业农村、市场监督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将共同

制定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开展联合执法，严厉打击

私屠滥宰行为，加强肉制品经营主体（鲜肉店、杂碎

店、手抓店）监管，加强定点屠宰厂日常监管，增强

公众肉食品安全防护意识，自觉抵制无票证肉品，

后端倒逼前端，使无质量安全保证和私屠滥宰行为

没有市场。

二是“请求实行五统一”。目前，全市所有定点屠

宰厂已统一屠宰时间、统一活畜检疫、统一肉品检验

检测，但各屠宰厂已拥有各自品牌，无法统一；屠宰收

费属于市场行为，由企业自行定价，无法统一价格。

2 吴忠市定点屠宰情况

全市现有畜禽定点屠宰厂 16 家（占全区

38%），牛羊屠宰厂 10家（占全区 44%）、家禽屠宰厂

3家（占全区 50%）、生猪屠宰厂 3家（占全区 23%）。

利通区有屠宰厂 4家（牛羊 2家、生猪 1家、家禽 1

家），青铜峡市有屠宰厂 4家（牛羊 1家、生猪 1家、

家禽 2家），同心县有屠宰厂 2家（牛羊 2家），盐池

县有屠宰厂 5家（牛羊 4 家、生猪 1 家）、红寺堡区

有屠宰厂 1家（牛羊 1家）。2019年全市屠宰牛 3.35

万头，占全区 43%；羊 98.6万只，占全区 75.7%。牛、

羊屠宰量位列全区第一。

近年来，全市农业农村部门狠抓定点屠宰监

管，监督企业严格执行屠宰流程，加强检疫检验，强

化“两证两章一标”和进出场台账管理，实行“宁夏

屠宰信息化管理平台”和“吴忠智慧动检平台”监

管，坚持开展屠宰监管执法，确保肉品质量安全。

3 吴忠市定点屠宰存在的问题

3.1 屠宰监管漏洞依然存在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畜禽屠宰管理条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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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条规定“未经定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畜

禽屠宰活动。农村、城镇居民自宰自食家畜家禽的

除外”。吴忠市为少数民族地区，在古尔邦节、开斋

节、婚丧嫁娶时有宰杀牛羊食用的习俗，尤其是农

村地区交通运输成本较高，仍会选择在家中自宰自

食一两头牛或几只羊；个别人以自宰自食为借口，

私自进行屠宰，给监管造成一定困难。

3.2 部分商户“索证”意识差

个别商户，尤其是羊杂经营户索取检疫检验证明

的意识较差，零散经营户存在索证索票不规范的现

象，导致一部分代宰户在肉品出厂时未主动申请开具

相关证明，出现个别羊杂无检疫检验证明的现象。

3.3 标准化建设水平低，精深加工有待开发

全市肉牛肉羊年设计屠宰量分别为 12 万头、

354万只，设备总体利用率分别为 27.9%、27.8%，标

准化程度低。大部分屠宰厂以销售胴体为主，牛肉

分割肉占总产量的 16.9%，羊肉分割肉占总产量的

28.5%，品牌不亮不强，产品附加值低。

3.4 疫情影响依然存在，消费恢复仍需时日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群众肉品消费量下

降，餐饮行业受到较大冲击，甚至有部分餐饮小店

至今未开门营业，导致牛羊肉产品消费量明显下

滑，市场恢复常态还需要一段时间。

4 下一步工作措施

市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制定

《2020 年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

案》，从 5月上旬开始，用 3 个月的时间，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4.1 严厉打击屠宰违法违规行为

针对农村偏远地区、城乡结合部等私屠滥宰易

发区和多发区，多部门联合执法，采取主动查处和

举报核查相结合、定期巡查与飞行检查相结合、日

常监管和专项整治相结合等方式，严厉打击私屠滥

宰、屠宰病死畜禽、添加使用“瘦肉精”、注水或注入

其他物质等违法行为。

4.2 加强肉制品生产经营主体监管

市场监管和综合执法部门重点检查各类肉及

肉制品生产经营主体的索证索票、台账记录及进货

查验制度落实情况。督促手抓店、羊杂店等重点餐

饮企业把好进货关，严格采购经定点屠宰单位检验

检疫的胴体、头蹄、下水等动物产品，严格查验动物

检疫合格证明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严禁肉及

肉制品生产经营主体采购未经检验检疫或检验检

疫不合格的动物产品，并且从严查处生产经营假冒

伪劣肉及肉制品等行为。

4.3 强化定点屠宰厂日常监督管理

监督屠宰厂严格落实入场查验、肉品检验、病

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等屠宰全过程质量安全控制措

施。加大屠宰监管力度，对不符合条件的，限期整

改，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坚决予以取缔。严格执行

畜禽屠宰质量管理规范，全面推进屠宰厂规范化、

标准化、制度化进程，提升屠宰行业发展水平，维护

肉品质量安全。

4.4 坚决清理城区活禽违法屠宰交易

市场监管和综合执法部门加强活禽市场监督

管理，坚决清理农贸市场、经营商户、早市的活禽屠

宰和交易行为。开展全市范围大排查，严把市场准

入关，对携带活禽进入城区进行销售的经营主体进

行批评教育和处罚，坚决禁止活禽在城区范围内交

易屠宰，规范禽类产品正常的经营秩序。

4.5 深入推进畜禽屠宰标准化创建

进一步开展畜禽屠宰厂标准化创建工作，按照

质量管理制度化、厂区环境整洁化、设施设备标准

化、生产经营规范化、检测检验科学化、排放处理无

害化的总体要求，打造一批标准高、管理严、质量

优、品牌响的标准化屠宰厂。

4.6 增强公众肉食品安全意识

进一步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宁夏回族自治区畜禽屠宰管理条例》《生猪屠宰管

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增强公众食品安全意

识和参与监督的积极性、主动性，引导群众关注肉

食品安全，抵制购买未经定点屠宰检疫检验的畜禽

产品。及时公布举报电话，鼓励群众举报投诉私屠

滥宰和销售不合格畜禽产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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