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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及其产品无害化处理制度，对没有无害化处理设

备设施、没有无害化处理登记记录、“三员”不按规

程进行无害化处理的违规行为要依法查处。

7 规范执法行为

严格规范各项工作记录，监督检查的每一个步

骤都留有痕迹，每个环节都要实现“凡事有记录，凡

事有程序，凡事有负责，凡事有监督”，查处的违法

案件做到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准确，程序合法，立案

卷宗规范，建立投诉举报查处机制，公开联系方式，

建立档案，明确责任分工。

8 强化巡查力度

对屠宰企业开展随机抽查，充分利用生猪屠宰

远程监控平台，实时巡查或每天查看监控录像，发

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查处，涉嫌犯罪的要及时移送

司法部门，依法追究涉案人员刑事责任。严厉打击

私屠滥宰、添加“瘦肉精”、注水或注入其他物质、销

售及屠宰病死猪等违法犯罪行为，保障猪肉产品质

量安全。

摘要 我国畜牧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逐步走向现代化，开始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武

装畜牧业，用现代经济管理科学来管理畜牧业。本文探讨了现代畜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推进其发展的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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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强，农业一定要强，中国要美，农村一

定要美，中国要富，农民一定要富，要让农业成为一

个有奔头的职业，要让农民成为一种体面的职业。”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指出了加快发展农业现代化

的必要性。现代畜牧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目前，我国畜牧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

产业，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保障了畜产品的

有效供给，有力推动了食品工业等相关产业的发

展。同时已经具备了向更高层次转型发展的基础，

具备了现代畜牧业的雏形，也是畜牧业发展实际的

急迫需求。下面谈一下对推进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思

考。

现代畜牧业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武

装畜牧业，用现代经济管理科学来管理畜牧业，以

布局区域化、品种优良化、养殖规模化、生产标准

化、经营产业化、市场国际化、防疫网络化、服务社

会化、产品无害化、农民组织化为特征的产业。

1 现代畜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尽管畜牧业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但是在发展中确确实实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制约了现代畜牧业的发展。突

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畜牧业快速发展和资金短缺、土地供给不足

的矛盾依然突出。主要表现为畜牧企业融资难、用

地难，尤其是平原地区，闲散土地急剧减少，基本农

田红线不能逾越，土地流转困难，严重制约了规模

养殖的发展，成为了现代畜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2）生产结构不够优化。肉牛、奶牛等草食牲畜

发展依然相对较慢，丰富的农作物秸秆资源没有得

到有效利用。种养结合不密切，循环链条不畅，畜禽

养殖废弃物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大型畜产品加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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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企业依然较少，产业链条短，产销衔接不紧密，利

益联结机制尚不完善，生猪价格持续低迷、奶业出

现倒奶现象等都是产销不紧密的直接体现。

3）产品价格波动频繁。国内畜牧业效益低与国

外畜产品价格倒挂矛盾日益突出，国外畜产品成本

低，我国畜产品成本高，国外玉米、奶粉价格比国内

低一半左右，必然导致进口量增加。目前，国外优质

低价畜产品对国内畜产品冲击已经显现，导致我国

畜产品处于弱势竞争地位，将会引起畜产品价格波

动加剧。

4）养殖粪污治理任务艰巨，大部分畜禽养殖场

粪污处理设施不完善，或是根本没有处理设施，不

仅造成有机肥资源的浪费，而且给周边环境造成了

一定影响，甚至对水体和土壤造成污染。

5）大型养殖企业扩张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无序

性，生猪规模场发展表现尤为突出，造成生猪生产

过剩，生猪价格低位运行，致使养殖企业亏本经营

长时间难以扭转。

2 现代畜牧业的发展措施

在今后推进现代畜牧业发展中，要结合本地实

际，秉承科学发展观，大力调整畜牧业结构，加快发

展方式转变，拓展完善产业体系，搞好重大动物疫

病防控，深入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全面提升畜牧

业标准化、产业化和信息化水平，促进畜牧业由数

量型发展向质量效益型发展转变。具体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1）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把标准化规模养殖作

为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基础环节来抓，利用国家支持

生猪、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政策，按照“畜禽良种

化，养殖设施化，生产规范化，防疫制度化，粪污处

理无害化和监管常态化”要求，对中等规模以上养

殖场（区）进行标准化改造升级，逐步达到管理区、

生产区、隔离区分离，净道、污道分离，辅助设施完

善，布局合理，管理规范。

2）加强畜产品加工业发展。畜产品加工业是增

加附加值、提高产业效益和竞争力关键环节，是现

代畜牧产业体系的战略重点，按照“产品精、品牌

响、增值高”的要求，加快经营创新、产品升级和品

牌推广，提升加工层次，丰富加工种类，通过努力，

形成不同层次、种类齐全的畜产品加工体系。

3）推进生态养殖工程。加强农牧结合，促进生

态发展，指导养殖场户改进畜禽养殖栏舍结构和生

产设施，推行生态养殖、干湿分离、雨污分流等工艺

技术。支持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建设与之相配套的沼

气池等粪便处理设施，在有条件的大中型养殖场实

施沼气发电项目。推广养殖 -沼气、种养结合等模

式，促进循环经济和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4）实施招商引资、项目带动。首先要坚持实施

项目带动战略，在做好现有建设项目基础上，及时

了解、掌握并积极争取国家、省产业政策和项目推

进现代畜牧业建设步伐。其次要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积极学习外地招商引资的经验和做法，加强与

国内外知名企业联系，吸引外地畜牧企业来投资兴

业，为当地畜牧业的发展注入活力。

5）强化科技支撑。畜牧部门要把干部职工的全

员培训和轮训纳入重要议事日程。通过集中轮训、远

程教育、网络视频授课等形式，广泛开展培训活动。

6）合理规划用地。国土部门在国土资源综合利

用规划中，要根据畜牧业占农业的比重、畜牧业对

农民增收的重要性等因素列出畜牧用地规划。规模

场建设要充分考虑土地粪污消纳能力，政府要出台

相关法规，既要考虑规模养殖发展空间，又要避免

规模养殖无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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