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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高检疫人员的素养。生猪屠宰检疫工作具有

一定的特殊性，需要检疫人员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以

及较高的职业素养，因此，为提高生猪屠宰检疫工作

的效率，必须要提高检疫人员的综合素养。首先，相关

部门应不定时对检疫人员进行培训，并就培训的内容

进行考核，从而不断丰富检疫人员的专业知识及实践

能力。其次，检疫单位应强化管理，对检疫人员进行考

勤，及早剔除不服从管理、违法乱纪的工作人员，并对

表现优秀的员工给予一定的奖励，从而提高员工的工

作积极性。最后，注重检疫人员的思想教育，并实行整

体责任制，即检疫出现问题后，所有检疫人员均应承

担连带责任，以强化检疫人员的责任意识，从而保障

检疫工作的有序进行，减少肉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3 小 结

生猪屠宰检疫对肉品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为

保障民众的身体健康以及我国养殖业的有序发展，

相关部门应深刻反思当前生猪屠宰检疫工作中存

在的缺陷与不足，并通过强化管理、完善检疫设备

以及提高检疫人员的素养等方式，提升生猪屠宰检

疫工作的效率，从根本上保证肉品的安全，以促进

社会和谐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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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阐述了山东省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的基本情况，对遗传资源保护主体的所有制形式进行了分

类，归纳总结了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主要模式，并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机制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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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地处我国北温带，地理位置优越，濒临黄

渤海，气候适宜，饲草资源丰富，孕育了 37 个具有

不同特质的地方畜禽品种，为山东乃至周边地区畜

牧业发展及优质畜禽种质培育奠定了基础。近年

来，在山东全省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与社会团体

的共同努力下，全省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工作取得了

长足发展，保种体系建设进一步健全，保种机制逐

步完善，保种模式不断创新，初步搭建起了涵盖活

体保种场、活体基因库、遗传资源基因库和保护区

（国家级与省级）在内的“三位一体”保种体系。目

前，全省地方畜禽遗传资源活体保种场达 70家，活

体基因库 2个，遗传材料基因库 1个，保护区 7个，

其中 13个保种场被确定为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

种场，2个保护区为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区。

多年来，山东省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参与主

体，不断探索畜禽遗传资源的保护运营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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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遗传资源保护运行及管理机制。随着保种主体

所有制形式的不断更替，地方品种保护已由政府为

主导转变为政府引导，企事业单位或个人为主的保

护新格局。在保种企业运营模式上，也出现了“以开

发促保护”，“以大带小”，“以加带保”以及由政府参

与的“基地 +社会散养”保种模式。

1 保护主体的所有制形式

鉴于各地方畜禽品种自身特性，山东省 70家

地方畜禽活体保种场，绝大部分活体保种场为企业

保种，个别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为个人与行业主管部

门参与。2家活体基因库中的 1家为科研院所承担

建立运营，1家为企业承担建立并运营。1个遗传材料

基因库由省畜牧技术推广部门承担设立。保护区因其

具有特殊性，只能由政府设立并负责管理，7个保护

区中有 2家为国家级保护区，5个为省级保护区。

2 保护主体所采取的保种模式

鉴于各地方畜禽品种自身特性、保护与开发的

难易，所处环境及所有制形式差异，全省 37个地方

畜禽品种保护模式也不尽相同，并展现出各自的特

点，形成了以下几种保种模式。

1）以开发促保种模式。以开发促进保护的模式，

已是当前地方畜禽品种保护所采取的主要模式，也

是政府主推的保护模式之一，同时是迄今为止开展

畜禽遗传资源保护最行之有效的模式。保种主体

（企业或个人）在开展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过程

中，主要通过良种选育与推广、畜产品初加工与销

售、优质畜产品深加工等方式，提高企业综合收益，

实现对畜禽保种核心群的保护。当前全省近 70家

活体保种场大部分属于此种模式。

①单一品种开发促保种模式。部分企业在开展

地方畜禽品种保护过程中，由于受畜禽品种特性及

自身企业实力等多方面条件限制，仅通过某一种方

式获得收益，企业效益不明显，企业保种压力较大，

品种保护形势比较严峻。如小尾寒羊、济宁青山羊

等，企业主要依靠纯种繁育与推广，受品种特性、市

场变动及疫病控制等局限，推广效益不稳，企业保

种任务繁重。

②品种综合开发促保种模式。许多企业，在品种

保护过程中，依托企业自身条件，围绕某一个畜禽品

种，通过品种选育推广与科研结合，畜产品初加工与

精加工结合，产品专卖与商超结合，线上网店与实体

店结合，产品销售与餐饮实体店结合、畜禽养殖与观

光旅游结合，通过多种开发实现保种企业生产规模

扩大、效益增加与种质提升。以山东无棣渤海黑牛股

份公司为例，该企业以渤海黑牛原种场为依托，与山

东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开展系列研究的同时，

通过开展渤海黑牛社会繁育、回购育肥、牛肉分割与

精加工、网店实体店销售、特色餐饮等形式，做大渤

海黑牛产业，取得了较好的开发与保护效果。

汶上芦花鸡保种场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与中

国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等机构合作，开展芦花

鸡的选育，提高了汶上芦花鸡的生产性能，企业通

过各种渠道，把商品鸡苗卖到全国各地，并探索出

了多种芦花鸡养殖模式，加快了该品种在全国的推

广。同时企业利用网店、实体店、商超等渠道将特色

鲜鸡蛋、芦花烧鸡等产品销售出去，实现企业综合

效益的提高，并与当地汶上芦花鸡协会合作，对汶

上芦花鸡养殖户开展技术培训，提升本地养殖户技

术水平，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近几年，汶上芦花

鸡保种场生产场区逐步扩大，养殖机械化水平日益

提高，保种群家系、规模与数量均有所提升，达到了

较好的保护效果。莱芜猪、里岔黑猪、烟台黑猪、鲁

西斗鸡等也归属为该保种模式。

2）与大企业“挂靠”促保种模式。对于部分保种

群数量较少，开发难度大的品种，在地方政府的参

与下，采用了挂靠大企业的方式，即以“大”（大企

业）带动“小”（小企业）的模式，由大企业负责地方

畜禽品种的保护，政府定期给予一定的补贴资金，

保证在一定时期内该品种不灭失，以达到保护品种

的目的。日照地区的五莲黑猪有 2个活体保种场，

其中 1个场一直挂靠日照港务局，自 2016年以来，

随着全省畜牧业“三区”划定工作的推进，该保种群

体需要迁出。在日照市与五莲县政府部门的干预

下，保种群纳入山东五征集团旗下管理，凭借集团

型企业的参与，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对该群

体实现有效的保护与开发。沂蒙黑猪、沂蒙黑山羊

的保种最初也是凭借华盛江泉集团的实力，实现了

对品种的保护及进一步开发。五龙鹅保种工作也依

靠春雪集团的实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3）多种产业融合促保种模式。保种企业在发展

中，采取多种产业融合支撑发展的方式，在市场环

境中实现经济效益互为补充，降低企业发展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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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对地方畜禽品种的有效保护与开发。蓬莱和圣

农业技术开发公司致力于现代生态农业产业综合

开发，包括有机果蔬、生态旅游、良种马繁育、马术

赛事、特种养殖、有机生物肥、苗木繁育、酒业油脂

等多项产业，各种产业融合发展，互为支撑，达到了

渤海马、牙山黑绒山羊保种与发展的目的。蒙山牛、

寿光鸡的保护也隶属该保种模式。

4）上下游产业结合促保种模式。在当前部分保

种企业中，最初为所保护品种养殖产业的下游企业，

根据企业发展需要，将位于产业上游的养殖业纳入企

业发展战略，上游产业借助下游产业实现了规模的扩

大。以德州驴的保种最为明显，之前德州驴保种场只

存在于山东无棣德州驴国家级保护区内。但随着驴养

殖数量的减少，驴皮供应也随之减少，直接影响到下

游产业阿胶的生产，为了保证驴皮的充足供应，位于

山东东阿的东阿阿胶集团开始涉足肉驴养殖及德州

驴品种保护，目前驴的养殖与保种已成为该企业重要

的板块之一，这种上下游产业的结合对于畜禽品种保

护更为稳定。中华蜜蜂的保护多属于此种模式。

5）未开发的单一保种模式。当前省内有部分畜

禽品种的保种主体，未对所保护品种进行任何形式

的开发工作，又无有实力的产业支撑，品种保护形

势十分严峻。大部分的鲁西黄牛保种场，由于该品

种育肥速度慢、出肉率偏低，开发周期长、占用资金

大等特性，鲁西牛存栏持续下降，保种任务日趋艰

巨。临清狮猫、山东细犬的保护也属此类模式。

以上 5 种模式基本能涵盖山东地区的地方畜

禽品种保护模式，有些畜禽品种保护存在模式交叉

问题。如渤海马的保护既得益于多种产业融合发

展，也因依靠大型企业集团（山东公路集团）而更具

发展保障。沂蒙黑猪的保护与开发既依靠华盛江泉

集团的发展实力，也得益于产业自身的综合开发而

获得进步。此外，活体基因库与畜禽遗传资源基因

库作为畜禽遗传资源保护的重要方式，主要承担单

位仍为国家各级事业单位，保种经费来源仍以财政

拨款或与各类项目结合以获得发展。

3 畜禽遗传资源保护机制

围绕山东省 37个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开

发利用及监管，各级政府应就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

开发利用探索建立一整套管理运行机制，确保地方

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开发运转高效、持久。

1）完善资金投入机制，为畜禽遗传资源保护提

供基本保障。各级地方政府要根据相关法规要求，设

立专项资金对地方畜禽遗传资源开展保护。主管部

门统筹协调系统内及发改、财政、科技等有关部门的

各类项目，适度向地方遗传资源保护企业或项目倾

斜，为畜禽遗传资源的保护与发展提供基本保障。鼓

励企业或个人参与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开发工作，通

过制定税收、保险等一系列激励措施，调动企业或个

人积极性，加大资金投入，形成国家、各级地方政府、

企业与个人共同参与的畜禽遗传资源“共保”格局。

2）创新管理与监测机制，实现畜禽遗传资源保

护的动态化管理。畜禽遗传资源管理与监测是各级

畜牧主管部门的重要职责，省级主管部门通过建立

畜禽遗传资源保种（资源）场准入、评价及退出机

制，对畜禽遗传资源实现动态化管理。利用畜禽遗

传资源管理平台对省级保种（资源）场开展动态监

测，监测情况与畜禽保种（资源）场准入、评价及退

出机制挂钩，保证网络监测数据的效果，政府主管

部门通过监测平台掌握地方畜禽遗传资源的实时

变化情况，为政策调整提供依据。

3）建立畜禽遗传资源价值评估机制，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省级主管部门成立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

将省内地方畜禽遗传资源相关专家、学者纳入其中，

除开展地方畜禽遗传资源初步认定及保种场准入、评

价与退出的审查外，还开展畜禽遗传资源重要种质及

相关基因、性状的价值评估，为保种企业或其他社会

投资机构开展种质资源开发利用提供借鉴，降低企业

开发利用的前期运营成本，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与综合

效益，进一步提高畜禽遗传资源的利用效率。

4）健全畜禽遗传资源研发与转化机制，加快成

果产业化步伐。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研究的最终目

的是利用。深化保种企业与行业知名专家及团队的

合作，充分利用科技、农业、教育等部门的研究资

金，加强保护开发技术的研究，进一步挖掘畜禽遗

传资源优越的种质特性，并不断引进新技术与新成

果，面向市场，开发出种质特性强、生产水平高、产

品质量优的新品种（系），对于适销对路的地方品

种，要大规模提纯复壮，并加快生产推广与转化，从

而建立起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开发与成果转化

的产业技术创新应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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