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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情况构建不同的设施结构，要科学规划无害化

处理地点，采取焚烧、高温化制以及定点深埋等方

式，构建统一且标准化的运行流程，确保相关管理

人员按照有效的处理措施建立完整的处理方案，使

用无害化处理设施，提高养殖环节病死动物无害化

处理的实际效率。

除此之外，思想意识教育和监督执法项目也要

积极落实。相关部门要切实强化畜禽养殖户、屠宰户、

销售经营者等的思想教育工作，真正实现拒绝收购、

拒绝出售、拒绝转运以及拒绝加工的环保型产品处理

机制，从根本上减小疫情的发生机率。并且要积极强

化动物防疫工作的管控力度，定期进行动物强制免疫

和常见病免疫操作，从源头上降低疫情发病率。

3 结 语

总而言之，要想一定程度上提升养殖环节病死

动物无害化处理项目的实际效果，就要针对具体问

题进行集中处理和综合管控，提高相关法规政策监

管力度，为产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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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简述了湖北省十堰市当前动物防疫面临的环境保护、疫病防控、市场波动、媒体误导等新挑战，提出

了建立健全预警监测、风险评估、信息应用、督办检查、抗体监测、强力向责等新机制，以适应现代畜牧业发展新

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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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发展水平的高低是一个国家农业现代

化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体现。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

不断加快、人们对肉蛋奶等畜产品的要求不断提

高，畜牧业的地位不断提升，畜牧业已经在经济社

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来畜产品安全事件

日益增多，动物疫情形势日趋复杂，使得畜牧业面

临巨大的挑战，必须通过动物防疫机制的不断完善

来适应畜牧业转方式、调结构发展的新常态。

1 动物防疫面临新挑战

环境约束趋紧。养殖污染已经成为阻碍畜牧业

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为减少污染，各地多

采用关停、减排的方式来控制养殖量，使得畜牧生

产与环境保护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畜禽规模养

殖污染防治条例》自 2014年 1月 1日起实行以来，

规模养殖的粪污处理问题成为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儿”。目前区域性中心城市纷纷出台禁养和限养政

策，个别地方甚至出现环保部门乱收费、地方政府

强拆等现象，对现代养殖的发展和重大动物疫病防

控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1）养殖风险突出。养殖业面临的最大风险主要

包括 2个方面：一是动物疫病风险，二是市场波动

风险。疫情决定行情。疫病造成的产业损害不仅仅

是死亡损失，更重要的是心理恐慌。随着重大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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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公开的常态化，消费者和市场对相应畜禽产品

的敏感性显著增加，对畜禽养殖生产企业形成巨大

冲击。近年来的畜产品安全事件证明，每一次事件

都造成消费信心下降，继而寻找更昂贵的替代消费

品，影响生活质量。同时，因产品卖不出去，影响生

产者积极性，进而影响畜产品供给大局。

2）舆论炒作危害大。当前，随着电子媒体的发

展，任何动物疫情的发生，都有可能被迅速放大甚

至以讹传讹。例如，H7N9疫情发生以来，经过媒体

的渲染，人们谈禽色变，给养禽业造成了巨大的损

失。政府不得不出面给予正面引导，才逐步消除社

会的恐慌，促进畜禽市场的稳定。

2 建立健全动物疫病防控新机制

1）预警监测机制。根据动物疫病流行特点、防

控现状和畜牧业发展现状，全面开展常规监测与流

行病学调查工作。持续监视动物养殖、流通、屠宰加

工环节的动物疫病传播情况，及时了解基本流行病

学信息，开展专项流行病学调查，定期分析动物疫

病发生与流行风险。对疑似或确认重大动物疫情，

及时开展紧急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工作，迅速开展

疫源追溯和追踪调查分析，科学研判疫病流行和扩

散趋势。在重点地区、重点环节设立固定的监测与

流行病学调查点，持续开展监测与流行病学调查工

作，掌握第一手监测数据，科学研判疫情态势，为制

定动物疫病防控计划提供基础依据。

2）风险评价机制。在开展畜禽规模养殖场摸底

调查、登记造册、建立管理台账的基础上，将从动物

防疫条件、动物防疫工作、相关制度执行情况、动物

群体营养状况、养殖档案及其他综合防控措施等涉

及动物疫病发生风险的多个方面制定评价指标和

评价标准，并根据评价结果将畜禽规模养殖场分为

高风险、中等风险、低风险 3个等级，分别采取限期

整改、加强监管、定期巡查等方式，降低养殖场风险

级别，提升动物疫病防控水平。

3）信息应用机制。加快“智慧畜牧”项目建设，

加大信息技术应用力度，加快建设国家、省、市、县

四级畜牧电子平台，实现县级以上标准化规模养殖

场户电子管理全覆盖，做到档案电子化、报表自动

化、统计查询实时化、疫病防控远程管理化。积极开

发“智慧畜牧”网站，搭建网上超市，实现养殖企业、

服务机构、畜产品加工运输、动物防疫诊疗等各环

节在网络上的互联互动。

4）督办检查机制。每年层层签订年度重大动物

疫病防控责任书，落实工作任务。坚持“预防为主”

的指导方针，强化基础免疫工作，实行“春秋普注、

月月补针”的工作机制，并确定每月的补针日，加强

查漏补注。各级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办公室组

织专班分时间段，进行防疫工作的事前启动督办、

事中重点督办和事后检查验收督办。在防疫工作期

间，组织对规模化养殖场和散养户进行现场指导，

加强宣传教育，签发防疫通知单，完善养殖档案，实

行包保责任。

5）抗体监测机制。坚持主动监测与被动监测相

结合，扩大监测信息系统覆盖面，探索动物诊疗单

位及养殖企业执业兽医诊断与报告管理模式，提高

疫情报告的科学性、准确性和时效性。根据各区域

动物疫病流行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监测分析工

作，提高数据采集、分析和报告的科学性、系统性和

有效性。春、秋防疫工作结束后，采取到养殖户抽血

清查抗体的办法，检验防疫工作效果，发现工作不

到位、抗体水平差的，立即要求进行补注，确保畜禽

免疫抗体水平处于有效状态。

6）强力问责机制。将动物防疫工作检查考核

的结果在年底进行通报，并作为评先表彰依据，对

造成畜牧生产重大损失的进行通报批评，并追究

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有效推进动物防疫工作的落

实到位。坚决取缔无证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诊疗

单位，严厉打击违法行为，构建动物兽医医政工作

新机制。切实强化养殖、屠宰等环节监督管理，严

厉查处不按法律法规要求开展病死畜禽无害化处

理以及违法销售、屠宰病死畜禽等行为，落实养

殖、屠宰者主体责任，适应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新常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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