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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畜产品质量安全作为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监管工作，是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的

重要举措。本文针对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思考，提出了建立台账，明确对象；强化管理，夯实责任；常态监

管，规范管理；源头治理，果断处置；强化执法，严厉打击；注重宣传，教育引导等建议，提高队伍的工作主动性和协

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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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肉食品多元

化，人们对畜产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大，质量要求也

越来越高，食用产品安全是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

但目前国内的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频出，暴露了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极大地损害了

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打击了消费者的消费信心，

尽管各级相关部门十分重视，积极作为，但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仍需在诸多方面予以加强。根据近年

来笔者在基层从事畜产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实践，提

出以下几点监管建议。

1 建立台账，明确对象

管理台账就是要把管理对象进行登记造册，

确定监管责任，建立监管信息渠道，落实监管任

务。管理台账主要包括动物养殖规模场（户、小

区）管理登记表、兽药（饲料）管理经营人员登记

表、动物及其产品经营人员管理登记表、种畜禽

生产经营人员管理登记表、动物诊疗人员管理登

记表等。管理台账要做到全面、客观、真实、完整，

实行动态管理。

2 强化管理，夯实责任

1）完善监督体系。各级成立的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协作配

合、相互沟通，按照属地管理、区域负责的原则，通

过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方式，将工作任务层

层分解，责任到人，形成上下同心协力、齐抓共管的

监管合力，展现“拳头”威力。

2）落实主体责任，推行承诺制度。镇一级的

农业站（畜牧兽医站）要与属地的动物及动物产

品生产、经营、加工、销售企业和畜牧投入品的经

营门店签订承诺书或者责任书，落实企业主体责

任，以强化生产经营者是畜产品安全第一责任人

的责任。

3）落实监管责任。全面落实干部包抓制度，将

管理台账中的所有监管对象分配到人，明确包抓任

务，履行包抓职责，达到应包尽包，不留死角死面，

真正达到人人肩上有任务、个个身上有动力，真正

把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责任落到实处。

3 常态监管，规范管理

畜产品的质量安全责任大，影响因素多，工作

风险大。探索、建立、落实好“五个常态机制”，确保

监管工作全面落实，长期监管。

1）检疫值班机制。落实动物及其产品检疫 24 h

值班机制，做到有人值班，有报必检，有报必查，违

法必究。

2）违禁物质检测机制。对规模养殖场的动物、

投入品和屠宰场点调入动物及其产品进行分批次

抽样检测，对发现不合格动物及动物产品立即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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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立即上报并开展调查处置，形成违禁物质监

管的高压态势，确保有毒有害产品、非法添加物不

进入饲养和流通环节。

3）月检查机制。对辖区内的管理对象每月开展

1次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检查活动，通过检查、

指导和规范管理对象的生产经营活动，纠正违法行

为，落实监管职责和管理对象的主体责任，规范执

法活动。

4）排查机制。建立村级排查上报、业务干部包

抓、镇站全面监管的安全隐患排查机制，通过落实

监控责任，及时掌握动物及动物产品经营人员的经

营状态，加强“黑窝点”打击和取缔的力度，以防止

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发生。

5）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机制。完善和创新病

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机制，做好屠宰、饲养、经营、

加工、贮藏、运输环节病死动物的无害化处理工

作，动物病死后，由业主及时上报，包场（户）人员

到场监督无害化处理，做好痕迹化管理资料的收

集、上报。

4 源头治理，果断处置

养殖监管是有效控制重大动物疫病传播的重

要途径之一，也是确保养殖安全和动物产品质量

安全的重要屏障。一是要强化动物防疫条件的管

理，严格按照《动物防疫条件审查管理办法》的规

定和标准，指导养殖场改进设施、增添设备、推行

制度，指导养殖场落实年度报告、强制免疫、依规

报检，凡因工作不到位的一律不予核发动物防疫

合格证；二是要从强制免疫、标识佩带、消毒措

施、养殖档案、疫情报告、生产记录、用药记录、无

害化处理记录和跨区域引种审批等方面做好监督

检查，建立完善的档案资料，切实推进动物养殖

标准化建设工作。

5 强化执法，严厉打击

发现在养殖、加工、投入品使用等环节存在畜

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对当事人予以严厉打击，涉刑

的移交公安机关处理。一是要经常性地开展安全隐

患排查，让畜禽产品加工的不法分子无处藏身；二

是要经常性地开展兽药生产、销售企业的监督检

查，从源头控制好畜牧业投入品的生产和销售；三

是经常性深入养殖场（户）开展监督检查，特别是投

入品使用方面要加强检查力度，使违章生产行为得

到全面治理。

6 注重宣传，教育引导

一是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以提高广大养殖

户和畜牧投入品经营户知法、懂法、守法意识；二是

开展警示教育，要积极利用网络等媒体的作用，通

过典型案例警示，以提高社会的安全防范意识，做

到自觉抵制，远离违规违法行为；三是开展技能培

训，通过对饲养场业主、饲料（兽药）经营企业法人

等群体开展业务技能培训，以开阔视野、增加学识、

提高技能并守法经营、规范经营。

7 建 议

一是要建立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厂，健全病死

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运行机制；二是要加大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设的资金投入，使监管人员、

技术手段、仪器设备等都能适应更高标准的畜产品

质量安全工作的需要；三是加强畜产品质量安全队

伍的建设，积极落实国家的相关政策稳定队伍，在

更高层面开展培训提高队伍素质，从制度上保障一

线干部权益增强队伍信心，从情感上关怀干部提高

队伍工作热情，拓宽个人发展空间提高队伍的工作

主动性和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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