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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阐述了湖北十堰市宠物诊疗行业管理现状、监管成效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强化医政队

伍建设，加大业务经费投入，加快监管立法进程，完善纠纷服务体系，依法监督、严格执法等措施，促进宠物诊疗行

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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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十堰城区宠物犬养殖数量增多，催化了宠

物诊疗行业的发展。多年来，畜牧兽医业务主管部

门为加强宠物防疫，保障市民健康和公共卫生安

全，多措并举，严格监管，成效显著。但仍然存在诊

疗企业规模较小，行业自律性较差，监督管理法律

缺乏等问题。为进一步加强监管，规范湖北十堰市

宠物诊疗行业秩序，笔者在调查现状、剖析问题的

基础上，结合本市实际和工作经验，提出了具体对

策，以便指导管理工作实践。

1 十堰城区宠物诊疗企业概况

截至 2017 年底，十堰城区（含县城）共有 9 家

宠物诊疗企业，均持有《动物诊疗许可证》。其中十

堰城区 8个，房县城区 1个；动物医院 5个，动物诊

所 4个。全市宠物诊疗从业人员共有 31人，其中，

执业兽医师 19人（房县 1人）。

2 宠物诊疗管理机构设置情况

2008-2009年，本市畜牧兽医体制改革全部到

位，市畜牧兽医局内设有医政管理科，市动物卫生

监督所内设有兽药饲料监察科，各县市区分别成立

了动物卫生监督所，负责全市动物及宠物诊疗行业

的监督与管理。

3 宠物诊疗监管措施与成效

1）抓好普法宣传。一是通过电视、网络、报刊等

媒体，广泛宣传有关法律法规知识，营造良好社会

舆论监督氛围；二是组织管理人员深入诊疗企业，

现场讲解《湖北省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实施细则》、

《兽医处方格式及应用规范》等法律法规，强化经营

者守法经营、规范管理、优质服务观念。

2）举办技术培训。9月下旬，组织十堰城区犬类

免疫业务知识培训会，增强了业主和技术人员的法

律意识，提高了狂犬病免疫技能，规范了免疫、诊

疗、用药等台账填写。

3）开展专项整治。为规范宠物诊疗市场秩序和

兽医执业行为，强化监管，开展了“十堰市宠物诊疗

活动专项整顿行动”，对城区 9家宠物医院诊所进

行全覆盖、全方位检查，进一步规范了宠物诊疗企

业的经营行为。

4）强化许可制度。严格做到把好“三关”，充分

发挥许可制度的重要作用。一是严把“办证”关，严

格按照《动物诊疗许可证》规定的标准，对资格、资

质严格审查，确保达标；二是严把“监督”关，在抓好

日常监管同时，采取明察暗访、“双随机”和突击检

查等方式，加大监督力度，确保监管到位；三是严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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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关，对监督检查发现、社会举报的违法行为，

一律依法采取“立案 -调查 -处罚”办法，有效整肃

了市场。

5）做好废物处理。为有效管控宠物诊疗废弃

物，防止疫病传播，维护社会公共卫生安全，全市宠

物医院、诊所，均推行“签订合同、集中收集、定点处

理”模式，有效推进了医疗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确保

了一方净土。

6）完善免疫制度。为加强宠物犬免疫监管，保

证免疫质量，严防狂犬病等重大人畜共患疫病传

播，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强十堰城区养犬管理的

通告》，创新实施了防疫登记、免疫发证、疫苗备案、

挂牌定点等制度，养犬市民主动防疫意识得到明显

增强，城区犬免疫率大幅度提高。

7）积极调解纠纷。在抓好监管同时，积极抓好

优质服务。2017年，成功调解诊疗纠纷 6起，树立了

监督队伍执法为民、利民、护民的良好执法形象，维

护了社会和谐与稳定。

4 存在的问题

1）保障机制存在不足。一是管理队伍数量不

足。市、县两级均存在岗位编制不够、人员严重不

足，难以保障正常工作需要。二是经费保障投入欠

缺。各县市区均无动物诊疗监督执法经费专项财政

预算，致使监管工作处于“想作为，而难有作为”的

尴尬境地。三是监管法律体系不完善。目前，十堰市

宠物犬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尚属空白，弱化了管理

力度与效果。四是部门职责分工不明晰。由于宠物

犬居家饲养、点多面广、量大分散，其管理是一项社

会系统化工作，需要公安、卫生、畜牧、社区等多部

门联合协作，方能共同完成。

2）社会服务体系不全。本市由于尚未建立完备

的宠物诊疗纠纷调解社会化服务体系，目前，主要

依靠畜牧监管部门进行个别案件的调解，其合法

性、科学性、效果性仍然存在许多弊端。

5 建议与对策

1）强化医政队伍建设。一是增加医政机构管理

人员编制，保证日常管理正常运行；二是积极开展

各类管理业务培训，提高队伍素质、工作效率和管

理水平。

2）加大业务经费投入。针对各级医政机构业务

经费严重不足、财政保障不力现状，各级政府应将

医政管理业务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并且根据工

作需要，实行足额拨款、动态调整、专项管理，建立

财政预算、总量控制、投入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

3）加快监管立法进程。业务主管部门应积极呼

吁，为政府当好参谋，推动宠物诊疗行业立法工作，

并按照“借鉴经验、充分调研、广征意见、科学制定”

的指导思想，尽快制定行业管理法规，为宠物诊疗

行业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4）完善纠纷服务体系。建议成立宠物诊疗行业协

会、组建宠物医疗事故诊断专家库、建立医疗纠纷调

解服务机构等，建立健全宠物医疗纠纷调解、处理社

会化服务体系，保障消费者、经营者双方合法权益，促

进宠物诊疗行业健康发展，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5）依法监督严格执法。一是抓好经营者法律培

训，大力强化依法经营、优质服务观念；二是抓好日

常监管，严格把好审批关、监督关、办案关，规范经

营秩序与行为；三是抓好案件查处，对违法违规行

为，要严格依法处理处罚，以法律整顿、规范市场，

实现依法管医、依法治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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