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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云南省剑川县老君山镇畜牧养殖扶贫工作，并从引进动物申报、产地检疫、调入地隔

离、扶贫动物进入扶贫户前的技术培训等方面进行系统总结，动物卫生监督在畜牧养殖扶贫中起到保驾护航的

作用，对正在实施的畜牧养殖扶贫工作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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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畜牧业在边远地

区的脱贫致富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云南省剑

川县老君山镇是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乡镇，2015年

3-9月在整村推进扶贫项目中，安排了整村推进后

备母猪、母牛、母羊等采购项目，省级补助资金，为

了项目顺利实施，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全程对扶贫项

目动物防疫实施监督，助推了畜牧扶贫项目的顺利

实施，脱贫收到良好效果。

1 畜牧养殖扶贫

1）养猪扶贫。整村推进、种植业调整为养殖业

项目，省级补助资金 181.3万元，采购 30 kg以上

“LY”（长白、约克二元杂交）后备母猪 947头，扶持

260个贫困户发展生猪养殖。

2）养牛扶贫。由于 20多年来没有引进遗传性能

较好的西门塔尔种牛，部分地区出现杂交牛退化现

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加之剑川县要进一步发展乳

用兼用牛，目前首选是德系西门塔尔乳肉兼用牛，扶

贫养殖项目省级补助资金 376万元，采购单个体重

180 kg及以上后备母牛 752头，扶持贫困户 235户。

扶贫牛纳入母牛保险，降低贫困户养殖风险。

3）养羊扶贫。养羊是剑川县的传统产业，扶贫养

羊项目省级补助资金 400万元，采购单个体重 18 kg

及以上的云岭山羊 3 900只，扶持贫困户 922户。

4）养鸡扶贫。特色养殖是畜牧扶贫成效高的项

目，老君山镇的特色养殖选择当地鸡养殖，该项目

政府补助资金 20万元，采购地方优质青花鸡、武定

鸡 21 060羽，扶持贫困户 690 户，其中 10 户发展

为小规模养殖户。

2 项目竞标和签订采购合同

该畜牧养殖扶贫项目由剑川县老君山镇（简称

输入地）政府协同县政府实施（过程与动物防疫无

关，略）。

3 动物调运准入申报

畜牧扶贫项目动物调入剑川县老君山镇后，用

途为繁殖（牛、羊、猪）、生产（蛋鸡）。调运工作从一

开始就按引进种用动物（猪、羊、鸡）、乳用动物（西

门塔尔乳肉兼用牛）检疫规程进行申报。

4 引进种用、乳用动物的检疫审批

1）填写基本情况。输入地人民政府填写引进种

用、乳用动物的检疫审批表基本情况，输出地规模

养殖场（户）填写养殖情况及免疫情况。

2）到动物产地参与动物免疫。鉴于 2015年偶

蹄动物疫情多发、散发，而扶贫工作责任重大，县动

物卫生监督所建议镇政府派镇畜牧兽医中心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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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员随采购组到生产地监督动物免疫注射、动物免

疫耳标佩戴工作，政府安排了 2名检疫员到生产地

参加动物免疫工作。参与完成了羊的病种免疫工作

（羊痘、小反刍兽疫、口蹄疫）、牛的 2个病种免疫工

作（牛出败、口蹄疫）、猪的 3个病种免疫工作（高致

病性蓝耳病、猪瘟、口蹄疫），历时 1个月。扶贫鸡项

目由检疫员按免疫程序参与免疫，不做抗体检测。

3）抗体检测。用于扶贫的扶贫猪、扶贫羊、扶贫

牛免疫注射完成 14 d后，由输入地镇畜牧兽医中

心的技术员参与到规模养殖场（户）采血，并造册登

记（采血编号、养殖场名、免疫耳标号、免疫病种和

时间、采血时间），送到输出地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心进行检测。经抗体检测合格的动物，按动物免

疫耳标号码登记造册，并到集中地定点饲养以备装

车启运。1头（只）动物有 1个抗体检测号和 1个免

疫耳标号，必须一一对应。

4）抗体检测合格动物准予调出的审批。经抗体

检测合格，畜主持“云南省引进种用乳用动物检疫

审批表”、检测合格报告、规模养殖场（户）动物免疫

及采样登记表、免疫证到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所进行

审核，在“云南省引进种用乳用动物检疫审批表”上

签署准予调出审核意见并签章。

5）抗体检测合格动物准予调入的审批。输入地

政府项目负责人同规模养殖场（户）负责人持“云南

省引进种用乳用动物检疫审批表”、抗体检测合格

报告、规模养殖场（户）动物免疫及采样登记表、免

疫证、免疫耳标统计表到输入地动物卫生监督所完

成“云南省引进种用乳用动物检疫审批表”审核，在

“云南省引进种用乳用动物检疫审批表”，经审核后

由监督所签署准予调入审核意见并签章。

6）离开生产地前的检疫。经消毒后装车的动物

到输出地动物卫生监督所报检，并出具动物检疫合

格证明（动物 B），附检疫合格动物免疫耳标号码登

记表，同时凭产地检疫合格证明开具出境动物运载

工具消毒证明。

5 调入输入地动物的防疫监督

畜主凭检疫合格证、“云南省引进种用乳用动

物检疫审批表”、抗体检测合格报告、运载工具消毒

证明将动物运输到老君山镇，同时镇畜牧兽医中心

技术员和动物卫生监督所查物验证后，经临床检查

健康的动物隔离到指定饲养场所，就地隔离 30 d，

在隔离场所隔离饲养期间，老君山镇兽医站、县动

物卫生监督所监督畜主每天对场地进行 1次消毒。

监督所对隔离动物进行临床观察并逐日填写动物

卫生监督记录表，经 30 d隔离确定动物健康后，监

督所出具解除隔离通知书，由老君山镇、镇畜牧兽

医中心技术员在动物卫生监督所的监督下把扶贫

动物发放给扶贫户。

6 扶贫户接收动物前的技术培训

虽然畜牧养殖是剑川县传统产业，但是大部分

扶贫户之前没有饲养过西门塔尔乳肉兼用母牛、

“LY”母猪、云岭山羊，为使扶贫户掌握养殖技术，发

展养殖取得成效，由镇畜牧兽医中心牵头，县动物

卫生监督所协助，对扶贫养殖户开展了 1次养殖技

术培训，从饲养管理、动物防疫、生产繁殖、饲料搭

配、动物保健方面作了全面讲述。同时，要求供货方

为每头动物提供 1周的饲料、以安全度过饲料更换

期，让长途运输的动物更好地适应新环境。

7 隔离期满的消毒和再次临床检查

30 d隔离期满后，经县动物卫生监督所临床检

查动物健康状况，确认动物健康，结束隔离。隔离场

实施最后一次彻底消毒，隔离动物离开隔离场，发

放给农户。

8 扶贫动物的发放

畜牧扶贫户主、项目负责人、镇畜牧兽医中心

的技术员将发放动物装车运送到扶贫村发放，按耳

标编号抓阄方式随机分发，以免因动物个体大小而

发生不必要的争执。

9 动物入户后的走访

由于多数扶贫养殖户属于第 1次养殖，畜禽养

殖经验不足，为了解决扶贫畜禽分发到农户后出现

的问题，项目负责人、镇畜牧兽医中心的技术员和

动物卫生监督所科专业技术员逐户到家走访，解答

饲养户在饲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通过 1个月的饲

养和帮助，扶贫养殖户已基本掌握了饲养技术。

10 小 结

1）惠民工程必须认真实施。扶贫养殖项目是一

项利民、惠民项目，同时也是一项“考民”项目。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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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扶持贫困户发展养殖业，尽早脱贫，费尽心思

选项目，多渠道筹集资金，精心安排，所引入的二元

母猪、德系西门塔尔母牛、云岭黑山羊都是经剑川

县委县政府安排相关部门到生产地实地考察后选

定的优良品种，按 2015-2016年养殖业市场行情，

只要饲养管理好，能在 2年内产仔，多数农户 3 年

内完全可以脱贫。事实证明，勤劳的扶贫养殖户因为

养殖了扶贫母猪，1年靠卖仔猪，纯收入超过 2万元；

而懒惰的养殖户则在当年就把扶贫猪、羊杀吃了，

或把牛变卖了。据调查这一现象在云南畜牧扶贫过

程中是比较普遍的问题和难题，此类人只靠“扶项

目”是不行的，还得“扶思想”。

2）辐射作用。剑川县的畜牧扶贫除老君山镇外，

全县扶贫养殖乡镇还很多，通过持续不断的项目实

施中的动物防疫监督，实施的扶贫养殖项目中没有

出现动物防疫问题，确保了扶贫养殖项目的顺利实

施，使扶贫养殖项目年年有成效，为扶贫攻坚工作

保驾护航。

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提高畜牧综合执法的各项措施，坚持日常监管和专项整治相结合，创新机制，完善措

施，消除监管盲区，提高监管效率；认真落实日常执法监督制度，完善风险分级、量化管理机制；健全网格化监管

责任机制，划片分区、责任到人。有力地推进了畜牧兽医事业的法制化进程，促进畜牧兽医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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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畜牧综合执法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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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一步规范执法监督

1）加强日常监管。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

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皆可为，认真梳理责任清

单、权力清单、负面清单，依法全面履职尽责，做好

日常监管工作。尤其要强化对种畜禽饲养、动物防

疫条件、防疫、饲料、兽药、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屠

宰、动物诊疗、生鲜乳等重点环节、重点场所的监

督。加强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监管，对从事

与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有关的研究、教学、检

测、诊断等活动的实验室进行调查摸底，纳入监管

范围，依法监管。

2）加强监管对象普查登记。按照《河南省畜牧

兽医行政执法监管对象信息登记制度》要求，完成

各类监管对象的信息登记和数据上传，及时更新、

动态管理，并加强对上传系统的监管信息分析运

用，全面使用畜牧兽医执法监管系统，凡未进入执

法监管系统的监管对象，一律不得享受国家相关的

政策和项目支持。

3）加强监督巡查。认真落实《河南省畜牧大型

龙头企业监督巡查办法》，突出抓好产业集群、大型

龙头企业监管，完善县级属地管理和省、市两级监

督巡查联动机制，加大力度，随机抽选企业，进行全

方位、全链条、全过程监督。

4）健全黑红榜。严格执行涉牧企业黑名单管理

制度，持续抓好涉牧企业“黑名单”管理，加大惩戒

力度。制定涉牧企业“光荣榜”制度，逐步建立涉牧

企业征信体系。

2 进一步严格执法办案

1）加大办案力度。坚持有案必立，立案必查，查

案必果的原则，创新案件查办机制，加大办案力度，

提高办案效率，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拓宽案件

来源，建立完善网上案件举报平台，畅通举报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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