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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 2001-2007年间，先后建成存栏蛋鸡 20万～100万只园区 5个、鸡舍 751栋，设

计存栏量 255万只，现存栏 188万只。园区的建成，加快了鸡产业发展的标准化、规模化水平。但仍存在监管不力

等问题，应加大园区标准化改造力度，配套先进技术设备，合理饲养密度，加强疫病防控，严格监督管理，确保鸡

产业安全、优质、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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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坡头区蛋鸡产业在区、市各项支农惠农政策

的强力推动下，由于受市场利益的驱动，调动了社

会各界发展养鸡业的积极性，在 2001-2007年间，

占用荒地 933 hm2，建成存栏蛋鸡百万只园区 1

个、20万～50万只园区 4个、标准化鸡舍 751栋，

入园农户 462 户，设计存栏量 255 万只，现存栏

188万只。园区的建成，加快了鸡产业发展步伐，带

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民增收。但由于监

管不力等问题，导致园区先后 2 次暴发疫情，给养

殖户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

高度关注。

1 建设形式

从沙坡头区蛋鸡养殖园区建设情况看，主要有

2种形式。

1）政府投资建设。政府解决养殖用地，按技术

规范统一规划设计，投资建设水、电、路“三通一

平”、鸡舍、生态隔离带、门卫消毒、围墙等设施，鸡

舍建成后按投资额一定的比例出售给农户入园养

殖。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全封闭饲养，所在镇

（乡）和养鸡合作社统一管理。

2）政府规划建设。政府规划养殖用地，入园户

按统一标准投资建设鸡舍，建成验收合格后政府给

予一定补助。

2 主要优势

1）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率。园区全部占用沙荒

地、山坡地和盐碱地，规划科学，不占耕地，防止分

散养殖占用大量耕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2）有利于提高养殖效应。园区占地面积小，养

殖户集中，养殖规模大，产品产量大，易组织收购，

收运成本相对低，产品价格比散户高出一定水平，

具有一定规模效应。

3）有利于防疫消毒。养殖规模大，封闭式饲养，

管理成本低，可实行集中消毒、统一防疫，有利于防

治重大动物疫病。

4）有利于科技推广应用。养殖户集中，设施规

范，基础条件较好，有利于组织科技培训，有利于推

广新技术、新品种、新设备，有利于开展科研试验，

有利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

5）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排泄的粪便统一收集

到有机肥场加工处理，生产优质有机肥，用于种植

业，实现生态农业良性循环，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3 存在的问题

1）选址不合理。有的园区在选址时，没有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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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动物防疫法》有关规定进行防疫条件审核，离

村庄、道路、水源地等距离较近；有的甚至在低洼、

盐碱等地建设；有的园区建成后，随着土地开发利

用、新农村建设以及公路等建设项目的推进，造成

选址不符合《动物防疫法》有关规定。

2）人禽（畜）混居。主要是园区内办公、生活、生

产、粪污处理等功能区规划建设不尽合理，入园户

较多，建成补栏后没有实行严格监管，部分户随意

在其鸡舍边空地建设生活用房，拖家带口居住养

殖，有的甚至饲养其它畜禽，造成人、禽（畜）混杂，

环境卫生较差。

3）饲养不科学。有的园区把一些实力差或以养

鸡为名想占地、享受补助政策的户吸纳到园区中，

有的把不同品种的蛋鸡混养在一起，有的既在村庄

养又在园区养，有的饲养规模和密度过大且不能全

进全出，有的在品种选择、饲料配制、疫病防控、环

境控制等方面还延续传统的方法，因而导致了整个

园区发展不平衡、饲养不科学。

4）监管不到位。园区作为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

投巨资建设，但在长期监管工作中重视不够，缺乏

专门的管理人员和严格的责任机制，所需的经费和

消毒物品无保障。部分园区对饲养人员、禽蛋收购

和药械、饲料销售人员、产品及其物资的运载工具

等，未经严格的消毒就出入园区；有的在引种、供

料、防疫和消毒等各环节各自为政，处于粗放式、低

水平状态。

5）污染环境严重。个别园区在建设时，没有充

分考虑废弃物等因素影响，缺乏排污和无害化处理

设施，粪便随意堆放，病死禽乱扔，污染环境，不仅

增加了疫病控制的难度，而且威胁了公共卫生安全

和人体健康水平。

4 建 议

坚持“科学改造、适度规模、规范管理、减少污

染、依法监管”的原则，确保鸡产业安全、优质、高

效、可持续发展。

1）实施改造升级。对符合选址要求且功能条件

相对落后的宣和第三、第四及永康养鸡园区，按照

技术规范，通过政策扶持等手段，配套完善兽医室、

消毒室、禽蛋定点交易场所、病死禽无害化处理等

服务设施，实行生产区与管理区分离，彻底解决人

禽混居的问题；对现有鸡舍进行重组，组建股份制

企业独立经营，实行“一个园区一个经营主体”，统

一进行饲养管理，推行标准化生产，以减少养殖户

数，降低管理难度；对现已不符合选址要求的宣和

第一、第二养鸡园区，坚决取缔、改造转产，以减少

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或带来的疫病隐患。

2）合理饲养密度。养鸡园区内只能饲养蛋鸡，

不得饲养其它畜禽；同一鸡舍饲养同一批次和同一

品种蛋鸡，并按设计规模 2/3的量补栏，并实行严格

全进全出制；本批鸡饲养结束后，对鸡舍及相关设

施进行彻底清理消毒，净化养殖环境，休眠 3 个月

后再进行补栏。

3）改善设施条件。对于砖地面鸡舍要全部硬化，

对没有安装自动饮水和自动通风设备的要全部安

装，对有条件的鸡舍要安装空气净化设备、自动喂

料设备、自动清粪设备和监控等设备，以此降低劳

动强度，减少人禽接触频率，实现进出舍内空气的

净化处理，预防各种依靠空气传播或接触传播的疾

病，达到符合工厂化、机械化和自动化的要求。

4）加强生产管理。建立养殖、疫病防治、投入品

使用等生产管理台账，准确记载养殖生产情况，加

大饲料、饲料原料、添加剂、兽药、疫苗等投入品的

监管力度，从源头上杜绝假冒、伪劣、高残留投入品

进入养殖环节，确保禽蛋产品质量安全。

5）强化疫病防控。定期对园区内蛋鸡开展病原

学、血清抗体水平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根据监测

情况及时采取必要的防控措施。督促各养殖户，及

时开展程序化免疫和消毒灭源，预防各种疫病发

生。

6）治理环境污染。及时对园区的病死禽、羽毛、

蛋壳、包装物等可携带和传播疫病的废弃物进行无

害化处理；对所产的粪便日产日清、运至有机肥场

加工处理，以减少对地下水、周边环境的污染；定期

对园区进行灭虫、灭鼠、灭蚊蝇等工作，切断传染

源，减少对相关物品的危害。

7）严格消毒管理。固定长期的门卫消毒人员，

制定严格的工作职责，加大相应的资金投入，扎实

抓好园区消毒管理工作。加强对养殖、流通、屠宰、

饲料加工销售、兽药经营等环节的监管，严防病原

传入。园区饲养人员及车辆经严格的消毒后方可进

入，严禁外来人员和车辆进入园区，严禁在园区内

进行禽蛋、饲料、兽药、疫苗等交易活动，每周对园

区进行 1次全面消毒，鸡粪由专用车辆拉运并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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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车一清洗一消毒，从各个环节严把防疫消毒关，

减少动物疫病发生。

8）加强行业自律。各养鸡园区分别成立养鸡专

业合作社，负责园区经营和管理，制定园区生产、管

理章程，走自我约束、自我监督、自我管理、自我规

范、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之路。

摘要 饲料行业安全生产关系着畜产品源头安全，本文对阜阳市饲料生产企业、行业监管情况进行了系统

分析，指出存在企业整体水平不高、产品单一、饲料经营不规范等问题，并对饲料行业的生产和监管提出了意见

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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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生产是现代化养殖业的坚强支柱，饲料安

全直接关系畜产品源头安全，为了解安徽省阜阳市

饲料产业发展情况，分析饲料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笔者通过现场调查、召开座谈会等多种方

式，对阜阳市饲料生产企业、部分饲料经营企业和

规模养殖场进行走访调查，认真分析饲料生产企

业、执法监管部门的管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对

饲料生产和监管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仅供参考。

1 阜阳市饲料产业发展现状

1）饲料生产经营情况。截止 2015年年底，阜阳

市共有饲料生产企业 19家，生产配合饲料、浓缩饲

料企业 4家，生产动物源性饲料企业 5 家，既生产

配合饲料、浓缩饲料又生产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企

业 10 家。与 2013 年 26 家相比减少 7 家，减少

36.84%，主要是由于 2012年农业部实施新的《饲料

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管理办法》，提高饲料生产

企业准入门槛，一些企业生产许可证到期后未再申

请许可。2015年阜阳市共生产饲料 41.75万 t，其中

配合饲料 33.79 t，浓缩饲料 4.43 万 t，添加剂预混

合饲料 3.39万 t，动物源性饲料 0.144万 t；16.7万 t

销售到阜阳市八县市区，25.05万 t销售到河南、江

苏、淮南、六安等周边省市；猪用饲料 14.6万 t，禽用

饲料 25.49万 t。

2）畜禽养殖饲料使用情况。2015年阜阳市规模

养殖场 35 035个，其中猪 847.32万头，牛 64.82万

头，羊 434.87万只，禽 8 739.86万羽。规模养殖比重

76%。本次调查规模养殖场 76个，使用饲料 7 396 t，

其中配合饲料 3 710 t，预混料 3 686 t。规模养殖

场使用配合饲料比例 14.47%，使用预混料比例

85.53%；本地生产饲料比例 21.05%，使用外地生产

饲料比例 78.95%。

3）阜阳市饲料行业的监管情况。2015年对阜阳

市 19家饲料生产企业进行了年度备案工作，对不

符合备案条件的 3家企业责令进行整改；抽检饲料

样品 295份，合格率 95%以上，其中省农委抽检 20

批次饲料样品进行“瘦肉精”等违禁药物检测，均未

检出；2015年共查处饲料经营使用违法案件 12件，

罚款近 2万元，没收不合格饲料 1 200 kg。

2 存在的问题

1）企业整体水平不高。阜阳市 19家饲料生产

企业，多为中小企业。2014年全省饲料总产量 515.9

万 t，阜阳市饲料产量仅为 31.58万 t，不能满足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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