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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重点叙述了当前利州区草畜产业发展所取得的成效以及采取的主要做法和措施。简要分析了今

后畜牧业发展面临的困难，明确了今后草畜产业发展方向———加快转型升级，着力提质增效。要勇于探索和实

践，不断丰富充实“六高”畜牧业发展内涵，既要青山绿水，又要金山银山，还要舌尖上的安全，为决战决胜扶贫攻

坚、全面小康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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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成福，男，1965年生，兽医师。

十二五期间，利州区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实

施畜牧业百亿工程”、“加快现代畜牧业发展”、“推

进现代畜牧业发展”，区委区政府“加快转型升级构

建现代畜牧产业体系”等一系列重大部署，紧扣“发

展生产保供给、提质增效保增收、严格执法保安全、

综合施策保生态”的主题，坚持走创新驱动、内掘增

长路子，统筹兼顾“三大安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切实加强生态建设，着力培育

草畜产业新型经营主体，努力构建草食家畜新型经

营体系，使现代草食畜牧业成为利州区科学发展、

加快发展“稳”的基础，“进”的亮点，“快”的支撑。草

畜产业发展生机蓬勃、农民增收大幅提高、安全生

产保障有力、草畜产品供给充足，亮点纷呈。

1 利州区草畜产业经济发展现状

1）草畜产业经济发展良好。2015年，利州区出

栏优质肉牛 1.2万头，优质肉羊 12万只、优质肉兔

10万只。草食畜牧业产值达到 1.83亿元，占畜牧业

总产值的比重提高到 20%，农民人均收入突破 900

元。

2）规模养殖突飞猛进。利州区已发展草食家畜

标准化规模养殖场 23个，其中省级标准化养殖示

范场 4个（勤壮、吉羊羊、雪龙、羚航牛羊养殖场）、

家庭牧场 5 家；标准化规模养殖大户 574 户（其中

牛 217户，羊 289户，兔 68 户），年出栏 10 头以上

肉牛、50只以上肉羊和 1 000只以上肉兔规模养殖

比重分别达到 50%、50%、70%。

3）园区建设初具规模。利州区基本建成以肉牛

产业为主的荣山现代畜牧产业园区，带动大石、工

农、龙潭等乡镇山区村发展肉牛产业，已建成优质

肉牛生产基地；基本建成以肉羊产业为主的白朝现

代畜牧产业园区，带动赤化、金洞、宝轮等山区村发

展肉羊产业，已建成优质肉羊生产基地。

4）饲草饲料生产水平显著提高。利州区人工种

植优质牧草 0.27万 hm2，其中春季种草 0.25万 hm2，

秋季种草 138.67 hm2。年产鲜草 16万 t，全年青贮

饲料 6万 t、氨化饲料 1.31万 t。

5）现代草食家畜产业经营体系建设成效明显。

利州区已建优质肉牛品种繁育场 1个、优质肉羊品

种繁育场 3个、优质肉兔繁育场 1个；区级龙头企

业 2个、市级龙头企业 1个；草食家畜合作社 12

个，其中市级示范合作社 4个，注册资金 2 000 万

元，带动农户 972 户；无公害认证养殖场 4 个（雪

龙、勤壮、吉羊羊、羚航等牛羊养殖场）、草食家畜产

品品牌注册 5个、定点屠宰加工场 1个、冻库 2座、

区内外销售网络畅通、区乡村三级动物防疫网络健

全、区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站投入使用。

6）三大安全保障有力。狠抓重大动物疫病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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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加强畜禽养殖投入品的监管，强化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保护生态环境。利州区草食动物净化

无疫、产品质量安全事故零发生、养殖环境污染事

件零报告。

2 主要做法及措施

2.1 着力发展现代优质草食畜牧业

利州区以维护消费安全、产业稳定、社会和谐

为根本，加快转变草食畜牧业发展方式、优化产业

发展组织、强化监管体系、完善配套服务支撑，推动

草食畜牧业提质扩面，确保优质草畜产品供应。坚

持提升产业水平与强化管理服务相结合，夯实优质

草食畜牧业发展基础；坚持行业自律规范与创新监

管手段相结合，提升草食畜牧业发展质量；坚持源

头治理与过程控制相结合，健全优质草食畜牧业发

展机制；坚持示范带动与面上推广相结合，确保优

质草食畜牧业发展成效。

重点推广健康养殖技术、祖国医学和现代微生

物学疾病治疗预防技术、提质减排营养调控技术，

采用舍饲与放牧相结合，改善动物福利待遇，增强

抗应激能力，提高家畜健康水平，防止饲料等投入

品和外来生物危害因素，严格无公害家畜养殖规

范。根据不同生态区域采用不同健康养殖模式，建

设舒适愉快的养殖环境，生产风味独特、口感舒适，

具有营养保健功能的无公害草畜产品。

2015年，利州区家畜标准化养殖率达到 72%，

规模化养殖率达到 50%以上；纳入产业化体系的养

殖场户达到 85%以上，无公害畜产品等优质安全产

品认证覆盖率达到 70%以上；畜禽产品抽检合格率

达到 95%以上。已建成体制完善、机制健全、支撑有

力、覆盖利州区的畜产品质量监管体系，确保了畜

产品质量，保障了城乡居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2.2 着力发展现代高效草食畜牧业

1）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构建现代畜牧产业体系。

通过项目争取、优化发展环境推动招商引资，扩大

利州区草食畜牧业投入，促进草畜产业生产、加工、

营销企业的发展壮大。2015年利州区争取现代牛羊

产业发展项目、标准化养殖扶持项目、涉农资金打

捆项目、四川省海慧基金项目 4个，争取资金 753

万元（其中四川海慧基金 163.8万元、向上争取财政

资金 589.2万元），改扩建养殖场 13个，发展牛羊养

殖大户 74家；引进投资企业 1个（5 000万元）；养

殖设施设备升级换代 11家，投资 150万元。目前，

利州区已基本形成以雪龙、勤壮、羚航、吉羊羊、凯

欣等 5个企业为龙头，生产、屠宰、深加工、销售等

各个环节齐头并进的完整产业链。这些龙头企业的

发展壮大为推进利州区草食畜牧业的转型升级、快

速发展，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决战决胜扶贫攻

坚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2）创新企农利益联结机制，推动草畜产业发展。

利州区按照“六统一”（统一规划布局、统一建设标

准、统一优良品种、统一饲养规范、统一疫病防控、

统一产品销售）的畜牧产业发展要求，建立“公司 +

合作社 +农户”、“三企共建”、“六方合作”等产业经

营模式，采用“三低一高一免费”、电子商务销售平

台、产销对接等运作机制。出台优惠扶持政策，鼓励

和引导全社会力量支持草畜产业发展，加快草畜标

准化规模养殖进程。引导规模养殖户走专业化生

产、信息化管理、市场化经营的家庭农场发展之路。

充分发挥合作社桥梁纽带作用，一头联农户、一头

联市场与企业，把广大分散的养殖户通过合作社引

入现代畜牧产业体系，提高畜牧业标准化、规模化

和组织化程度。

目前，四川雪龙牧业有限公司建立“公司 + 合

作社 +农户”的产业经营模式，通过合作社采用农

户寄养方式；广元勤壮牧业有限公司建立“三企共

建”经营模式，把养殖企业、兽药饲料生产经营企业

和屠宰加工销售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带动农民增

收致富；广元羚航牧业有限公司建立“六方合作”产

业经营模式，将保险、金融、生产、加工、农户和营销

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推动草畜产业发展。2015年

利州区新建家庭牧场 4家，正在申报中的有 4家，

新建专业合作社 3个，其中创建市级示范合作社 1

个（龙潭田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同时于 2015年 9

月组织人员对区内兴办的草食家畜养殖专业合作

组织全面调查摸底、系统指导，通过联户经营、抱团

发展，逐步提高畜禽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风险

抵御能力。

3）依靠科技成果转化，加快草畜产业上档升级。

一是加强区、乡两级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体系建设，

稳定技术服务队伍，改善工作条件，及时解决业主

技术难题。在职畜牧兽医技术人员 47人常深入养

殖场户第一线进行技术指导，急业主之所急；退休

兽医师孙锡忠、高级兽医师张思请等 7人被聘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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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场兽医师，为草畜产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二是

建立科技示范户、示范点、示范区，培养科技应用示

范户和乡村科技带头人，提高农民接受和应用技术

的能力。发展白朝乡兴隆村袁菊芳等示范户 109

户、龙潭乡金鼓村胡晓全养殖示范点 17个、大石镇

大广村养殖示范区 13个。三是通过外聘专家，建立

专家服务站；整合市区业务技术骨干，积极开展科

技进村入户、包场联户工程。当前，利州区已建立四

川农业大学、四川省畜科院专家服务站 4个，已安

排市区进村入户技术人员 21人，责任到头，跟踪督

导，年终考核。四是加强培训指导，推广养殖新技

术。采用集中培训与现场指导相结合，科技赶场、送

法律下乡与经验交流、典型示范相结合。主要开展

了种草养畜、“粮 -经 -饲”三元种植、酒糟饲喂、品

种繁育改良、三贮一化、山羊舍饲、冬羔饲养管理、

草畜专用饲料饲喂、疫病防治、法律进万家等知识

培训和养殖技术推广应用。

利州区 2015年赴省内外考察学习 5次、科技

赶场 5次，送法律下乡 3次、举办各类培训 231期，

培训 1.2万人次，发放资料 2万余份（册），大大提高

了职工业务指导管理和农户创业就业技能。雪龙、

勤壮、吉羊羊等企业采用电子监控、电脑管理、秸秆

粉碎打包一体机青贮等现代设施设备装备畜牧业，

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

2.3 着力发展现代生态草食畜牧业

1）扎实开展家畜养殖污物综合处理利用。认真

宣传《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积极开展养殖

污染专项治理工作，引导督促规模养殖场户加强环

保设施建设，采用固液分离、雨污分流方式。大力推

广沼气综合利用技术和固体污物堆积发酵处理模

式，促进粪污的无害化处理及沼渣、沼液的多层次

循环利用，形成“畜—沼—果、畜—沼—菜、畜—

沼—粮、畜—沼—草”生态经济循环发展模式，做到

种养结合，农牧平衡，逐步实现养殖污物零排放。

2015年经四川省生态示范区专家验收组现场检查

验收，利州区养殖粪污综合处理利用率为 85.1%，达

到省级生态示范区建设标准。

2）深入开展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加强对屠宰

企业屠宰环节、规模养殖场（户）的日常监督检查，

建立健全家畜养殖台账。修建无害化动物尸体处理

池，购置动物尸体焚烧炉。严格财政经费补贴程序，

无害化动物尸体处理补贴经费到场到户，稳步推进

利州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2015年利州区通

过焚烧、深埋等措施处理的病死草食动物 1 763头

（只），无害化处理率 100%。

2.4 着力发展现代安全草食畜牧业

责任重于泰山，安全重于生命。全面加强行业

法律法规宣传，规范养殖档案，健全畜产品溯源制

度。强化监管，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以高压态势整治行业违法违规行为，使从业者不敢

违法、不想违法、不能违法，草食家畜安全生产保持

了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

1）狠抓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按照“政府保密度、

部门保质量”的防疫工作要求，精心组织、周密部

署，全面落实重大动物疫病综合防控工作，做到应

免尽免，强化疫情监测。利州区共计免疫牛口蹄疫

3.6万头，羊口蹄疫 10.36万只，小反刍兽疫 5.56万

只。检测各种重大动物疫病的免疫抗体水平和筛查

布病阳性，其中布病筛查 3 000 余份，检测抗体牛

羊口蹄疫 750余份。通过检测，口蹄疫免疫抗体合

格率均在 85%以上，布病均为阴性，家畜免疫抗体

达到家畜有效免疫保护水平，利州区家畜发病死亡

率控制在部颁标准之内。

2）狠抓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近年来，全面加

大对养殖档案、重点区域、重点环节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力度，着力推进监管全覆盖、零缝隙。同时，

开展一系列专项整治行动，加大对违法案件的查处

打击力度，实现了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零发

生”。2015年，利州区共检查整顿市场 185余次，检

查养殖场 123 余场次，收缴并销毁劣质饲料 240

kg。畜产品卫生监督立案 6起，结案 6起，结案率达

100%，无一上访复议。在全市组织的农产品质量安

全随机抽检中，随机采集的家畜产品样品全部合

格。

3）狠抓动物卫生检疫执法。利州区 24个动物

检疫申报点电子出证网络化运行，产地检疫“一证

六单三表”和屠宰检疫“一证六单五表”格式化操

作，有力推动利州区动物检疫工作安全高效。2015

年利州区共检疫牛羊 2.432万头（只），检疫报检处

理率、检疫出证率、检疫不合格动物无害化处理率

均达 100%。动物卫生执法中队（城区直属中队、龙

潭中队、宝轮中队、荣山中队、三堆中队）包片联场，

实行动物卫生安全执法网格化管理。利州区共开展

动物卫生监督检查 70余次，出动执法人员 16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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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涉及管理对象 321个，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

13份，整改率达 100%。全年共办理动物卫生案件 8

件，结案 8 件，罚没款项 13 229.6 元，案件组卷完

整、保存规范。

3 发展方向

虽然“十二五”利州区草食畜牧业发展硕果累

累，但也存在许多发展瓶颈。主要表现为基础设施

建设投资高，养殖成本逐年攀升，疫情风险、市场风

险和畜产品安全隐患依然存在，环保压力日趋严

峻；同时利州区为典型的秦巴山区地貌，选址困难、

精饲料原料短缺、运输成本高等。今后利州区将在

市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上级业务部门指导支持

下，紧紧围绕牛羊调出大县（区）目标，深入贯彻中

央省市区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科学的发展观，

按照“六高”（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科技养

殖、高水平利用、高标准管理、高效益生产）畜牧业

发展要求，强化“五化”（畜禽良种化、养殖设施化、

生产规范化、防疫制度化、粪污无害化）建设标准，

采取“四化”（减量化排放、无害化处理、生态化循

环、资源化利用）污染治理措施，依法治牧，确保“三

大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动物卫

生安全）。着力体制创新、机制创新、科技创新、品牌

创新，奋力推进利州区建成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

产、规模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产业化发展的现代畜

牧产业新体系。到“十三五末”，利州区达到出栏优质

肉牛 1.5万头、优质肉羊 15万只、优质肉兔 15万只，

农民人均草食畜牧业收入突破 1 000元，为建设

“美丽广元、幸福家园”、率先实现利州区全面小康

而努力奋斗。

摘要 活禽市场规范管理是城市文明创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活禽市场不达标，城市文明创建无从谈起。活禽

市场监管首先要建立、完善强有力的领导机制；分片包干、一场一策、从严管理是活禽市场监管过程中的重要方

法；十堰推广的“两个规范”、“三个台帐”、“五个制度”管理经验是创建工作的亮点。

关键词 活禽市场；监管；领导机制

湖北十堰市活禽市场监管工作成效显著

汪令艳

湖北省十堰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湖北十堰 4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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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禽市场规范管理是城市文明创建的重要组

成部分，十堰市作为全国为数不多的文明卫生备选

城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创建工作，尤其是创建

窗口农贸市场、活禽市场的规范整治。创建压力下

产生动力，活禽市场整顿责任单位落实到十堰市畜

牧兽医局，局领导不等不靠，立即安排进行活禽经

营市场摸底排查和调研工作，摸清各活禽经营市场

的市场位置、经营覆盖范围、经营数量、市场经营条

件、动物防疫条件、环境卫生状况等基本情况，对各

经营市场进行分类督导、登记造册。并依照《国家卫

生城市标准》、《城区农贸市场规范管理“十条”基本

准则》制定了《十堰市城区活禽经营市场专项整治

工作方案》。

1 整顿提高，彻底改变活禽市场脏乱
差的现状

1）取缔一部分（少数）活禽经营市场。根据前期

摸排和调研情况，对一部分（少数）散、小、脏、乱、

差，不符合活禽经营软硬件要求，改进难度大，市场

主办方和经营业主主体责任意识淡薄，且对周边居

民活禽消费影响不大的活禽经营市场，报请市“五

城联创”办取缔活禽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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