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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洲猪瘟疫情形势

非洲猪瘟于 1921 年首次在肯尼亚被发现，先

后蔓延至 74个国家和地区。2019年全球有 26个国

家和地区共报告 1.2万余起非洲猪瘟疫情。

目前毕节市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1）国内非洲猪瘟时有发生，疫情传入

风险较大；2）自贵州省解除非洲猪瘟疫情封锁后，

各县区普遍存在思想防线松懈、责任意识淡薄、麻

痹情绪抬头、防控措施不够，以及部门协作不紧密、

泔水处置不彻底、屠宰监管不到位等问题；3）受全

国不同地区生猪价格差异较大的影响，很多商贩采

用改装轻型客车并安装 ETC等手段，非法调运生猪

的情况时有发生，并且车辆未严格消毒，疫病传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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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当前非洲猪瘟疫情的形势；分析了非洲猪瘟疫情对毕节市农业产业的影响；指出了毕节市

生猪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养殖场户补栏信心减弱，发展层次有待进一步提升，屠宰冷链行业升级有待提速；提

出了毕节市发展生猪产业的“十要”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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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采集猪血清样品 50份进行检测分析。样品的采

集有 2种方式，一是集中 1~2个猪场采样；二是在全

县范围内随机选取 10个猪场，猪场不分大小平均采

样 5份。很显然，前者样品的代表性较差，而后者的样

品更具有代表性、其检测结果也更接近于该县猪群防

疫效果的真实水平。因此，笔者建议动物疫病监测的

采样工作必须采用全区域分散随机采样的方式进行，

另外除春秋两季外、防疫结束后的集中采样检测还应

在全年其他时间不定期安排 2~3次。

4.4 认真落实定期消毒制度

大部分养殖场对于补栏前和出栏后的圈舍清

扫、消毒工作都做得很好，但是对饲养期间的定期

消毒工作不少中小型养殖场做得不到位，特别是那

些饲养周期较长的动物，如蛋鸡产蛋期、奶牛产奶

期等。饲养期间的定期消毒是生物安全不可忽视的

重要环节之一，一般来说，正常情况下每 3 个月必

须对饲养圈舍、场地、用具、环境等进行 1次彻底消

毒。如果期间发生疫病还需要缩短间隔时间，如发

生布病或结核疫情，则除了其他必要的处置措施

外，还必须每个月彻底消毒 1次。
【责任编辑：胡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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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增大，防不胜防；4）非瘟早已突破“点状散发”和

“总体可控”，阳性猪血粉制品污染大面积饲料，染疫

环境如今依然存在，随时袭击大小猪场已成现状。

2 非洲猪瘟对毕节市农业产业的影响

非洲猪瘟主要影响毕节市生猪产业，疫情是造

成毕节市 2019 年生猪供应量下滑的主要原因之

一。部分生猪生产者担心疫情还会发生而不敢补

栏。同时严格的调运监管措施影响了正常的流通秩

序。目前，毕节市生猪均价为 38.0元 /kg（高于全省

的 36.50元 /kg，低于全国的 39.50元 /kg）、猪肉均价

为 50.60元 /kg（高于全省的 47.56元 /kg，低于全国

的 52.40元 /kg），后续涨幅还可能逐月扩大，养猪业

遭受较大打击，1～2年内难以恢复至 2017年水平。

由于生猪价格上涨，拉动了毕节市畜产品价格

上涨，造成消费转移，使得牛肉、羊肉、禽肉均价普遍

上涨了近 10～15元 /kg，导致早餐价格也略有上涨。

虽然生猪养殖受挫，但泔水猪的减少，肉鸡养

殖量的增加，促进玉米饲用需求的增加，价格下降

也不很明显，目前销售均为 2 010元 /t；另一类饲料

豆粕价也维持在 3 100 元 /t。

由于生猪产业存栏下降，毕节市农村养殖户生

猪养殖数量减少，对蔬菜、瓜果等产业剩余产品转

化率下降，浪费严重。

生猪是农村贫困农户主要增收来源之一，由于

贫困农户担心疫情还会发生而不敢补栏。贫困农户

增收门路减少。

对茶叶、水果、食用菌、中药材等其他种植业来

说，非洲猪瘟对其没有明显影响。

3 毕节市生猪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3.1 养殖场户补栏信心减弱

非洲猪瘟疫苗研发尚无突破性进展，使得养殖

场（户）即便面对猪价上涨，仍持观望态度，不敢轻

易补栏。加上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前正值养猪普遍亏

损时，中小养殖场（户）在前期亏损、资金回流不畅

的情况下，愈发不敢追加投入。从前期开展的生物

安全水平摸底调查情况看，与当前严峻复杂的防控

形势相比，市内主体生物安全水平仍较低，企业防

疫意识不高，有的企业自认为做得很好，有的还存

在“等、靠、要”思想，没有严格按照非洲猪瘟防控要

求落实相应措施。

3.2 发展层次有待进一步提升

据统计，目前存栏 50头以上规模的养猪场现

饲养 279.46万头、现有生猪空圈可恢复生猪 27.39

万头、其他可调整用于生猪养殖闲置圈舍可饲养生

猪 25.37万头，毕节市规模猪场中，出栏 1 000头以

下的场与农户散养占主体，出栏 5 000头以上的场

数占比较少。自 2019年 5月份开展生猪保供调度

以来，全市种猪场存栏、规模养殖场生猪及能繁母

猪存栏均呈缓慢下降趋势。总体看，市内养殖仍较

粗放，对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精准性、长

远性考虑不足。

3.3 屠宰冷链行业升级有待提速

屠宰环节特别是乡镇屠宰点入场把关不严，未

严格验证入场，而且绝大部分屠宰点没有条件开展

非洲猪瘟自检。毕节市有 3种冷链物流方式，即以

少数龙头企业为代表的屠宰企业自营冷链配送、以

知名品牌网络销售为代表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冷链

配送和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冷链配送，其中后 2种方

式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和信息化监管手段，难以保

障运输过程的精准控温。此外，市场销售环节冷链

设施配置不到位，数量众多的农贸市场仍以常温销

售为主。

4 毕节市发展生猪产业的对策建议

“8.21”国常会后，养殖户奔走相告，家庭养殖场

纷纷咨询怎样远离非瘟，重新焕发广大农户养猪热

潮；紧接着“8.30”全国生猪生产与猪肉保供稳价电

视电话会议，让各级干部与各地农户积极酝酿重新

复产。“不敢养”“不让养”“没地养”“没钱养”的症结

正在被打破。坚持一手抓非洲猪瘟防控、一手抓生

猪产业发展，主动打好防疫和保供“组合拳”，不断

推进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认真做好毕节市生猪产

业发展“十要”：

1）要立足当下，加快补齐非洲猪瘟防控漏洞短

板。非洲猪瘟疫情暴露出毕节市生猪产业发展的诸

多弱项和不足，短期看，仍然要以补弱项、拉短板为

重点，千方百计做好“外堵、内清、严管”工作，提振

养殖场户增养补栏信心。加快推进规模养殖场与养

猪集中村“一场（村）一策”方案实施，按照“缺什么补

什么”原则开展改造提升。组建动物防疫与保健专业

合作社，由原来防疫员“单打独斗”过渡到“抱团经

营”。依托毕节市疫病净化专家团队及相关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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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全力做好疫病净化的宣传培训、服务指导、督促

检查等工作，引导指导种畜禽场开展动物疫病净化，

全力推进毕节市动物疫病净化工作迈上新台阶。

2）要抓好种养循环短板，加快农业内部结构合

理发展。努力提高农业资源要素的整合应用，提高

农村产业的最大效益。

3）要突出问题导向，组织开展“回头看”等专项

行动。重点检查台账记录、检测试剂进出库账单等，

在细节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加大力度推进屠宰

企业防疫措施落实，加快改善设施装备，尽快消除

风险隐患。督促屠宰企业加强治污能力建设，严防

出现屠宰企业污染环境问题。

4）要加强省际公路检查站备案审查，做好车辆

查验、消毒等工作。在确保疫情有效控制的前提下，

尽量方便仔猪调运，不单纯地设关堵卡控制流通。

5）要着眼长远，全力推动产业升级。以标准化

为基础、以绿色化为导向、以规模化为方向、以循环

化为支撑、以数字化为手段、以基地化为依托推进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带动生猪产业转型升

级。同时，加强生猪产业专业村规划与建设，提高就

地保供能力，提高对市场供应形势的预见性，抢抓

机遇，积极补栏，稳定母猪存栏，妥善做好生猪生产

安排。

6）要推行差异化防控，因地制宜实行差异化防

控措施。加大对原种场、大型规模猪场保护力度，建

立区域性生猪养殖主体联防联控机制，加快在生猪

生产重点县建设车辆高温清洗消毒中心、区域性生

物安全隔离带等设施，提升区域防控能力。鼓励支

持具有较好天然屏障条件的地区和具有较高生物

安全防护水平的生猪养殖屠宰一体化企业，创建非

洲猪瘟无疫区和无疫小区。

7）要按照“集中屠宰、品牌经营、冷链流通、冷

鲜上市”思路，加强县域屠宰企业规划建设。培育一

批集屠宰加工、鲜肉分割、分销配送、专卖零售为一

体的现代化肉类生产企业，着力推动屠宰企业由代

宰向自营转变，由单一模式向体系建设转变。

8）要夯实基础，加强防疫体系建设。认真贯彻

落实国务院要求，依托现有编制，建立健全动物卫

生监督和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避免出现“人散、

线断、网破”的不利局面。全面梳理动物防疫体系建

设、人员经费保障等方面问题和困难，进一步加大

经费投入力度，加强动物卫生监督基层所站建设，

配齐设施装备，满足防控需求；做好打持久战的准

备。养猪场户克服侥幸心理，严格落实动物防疫主

体责任，要进一步健全防疫制度，严格车辆人员清

洗消毒，杜绝使用餐厨剩余物喂猪。

9）要切实抓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成果的巩固和转化。通过调查研究、检视问题、警示

教育等，堵住制度漏洞，全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

当、技强质优负责的畜牧兽医队伍。同时综合施策

恢复生猪生产，立即取消超出法律法规的生猪禁

养、限养规定，发展规模养殖，支持农户养猪。

10）要加强对养殖场户及技术人员的技术培

训。提高养殖场户的知晓率，指导做好防控工作，提

升疫情处置质量和效率；继续鼓励有关专家积极建

言献策，深入参与防控工作。实施新的产业布局，开

展自繁自养的生猪发展模式，营造群防群控的良好

氛围，早、快、严、小处置发现的问题。
【责任编辑：刘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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