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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隐患。

5 建 议

为了促进生猪产业健康发展，人民安定团结，

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共同富裕、同步小康的中国梦，

应由政府提倡、政策干预，采取有效措施稳定生猪

市场。

1）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采取紧急措施，想

方设法使猪价保持在合理的范围。着眼长远养

猪规化，出台相关政策，制定相应有效方案，督

促落实。

2）要抓住契机，充分利用贵州省扶贫良机，制

定发展规划，完善效应机制，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2017年要充分利用贵州省扶贫攻坚之风，充分利用

精准扶贫之雨，解决农户渴求养猪补栏的燃眉之

急，确实促进高效养猪产业健康发展。

3）要重视市场规律，理性判断未来走势，提高

风险意识，合理安排生产，这样才能尽可能减缓周

期性波动，确保供给相对平衡，防止大起大落，规避

市场风险，进而逐步走出“猪贱伤农，肉贵伤民”的

恶性循环怪圈。

摘要 近年来，我国肉类食品安全形势比较严峻。为此，笔者分析了国内肉类食品安全的现状、特点及问题

产生的原因，提出一系列旨在搞好我国肉类食品安全的措施，以保障人民生活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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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

全，关乎每个人的健康和生命。我国是肉类生产和

消费大国，能否保证肉类食品安全，让每个人吃得

安全、吃得健康，对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事”。本文

就我国肉类食品安全的现状、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安

全保障提出了自己的认识。

1 我国肉类食品安全问题的现状及

特点

当前，肉类食品安全问题是全世界的一个共

性问题，在我国显得尤为突出。我国目前制定的肉

类食品安全标准比较宽松，导致从养殖、屠宰、运

输、销售各环节容易出现安全隐患，甚至出现了一

些影响较坏的食品安全事故。这些安全问题归纳

起来主要有 3 个特点：一是涉及面广，呈立体式、

全方位态势，从热鲜肉、冷却肉、冷冻肉到肉制品

都存在食品安全问题；二是危害程度深，肉品的安

全危害已从外部走向了内部，过去只检测细菌数

量，现在扩展到添加剂以及违禁药物残留的检测；

三是制造安全问题的手段多且隐蔽，从曝光的有

毒有害肉类食品看，犯罪分子制毒造假手法五花

八门。

2 我国肉类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

2.1 相关部门对安全生产监管程度不高

一是饲养监管不力。在饲养过程中使用农药、

化肥、除草剂等残留严重超标的饲料以及违禁药

物；养殖设施不够完善，疫病监控不力，导致传染病

的传播；私自屠宰，让病死畜禽肉、垃圾猪肉、公母

猪肉、注水肉流入市场。

二是加工监管不力。一些加工企业设备简陋、

卫生指标不合格甚至无资质加工，导致肉类食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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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保障。另外，一些企业为追求肉制品味美色鲜，

违规使用食品安全法明文禁止的添加剂。

三是运输监管不力。肉类食品在运输过程中需

要全程冷藏，这就要求运输团队具备相应专业资质

和设备。目前，我国还有很多团队在不具备运输条

件的情况下进行肉类食品运输，导致肉类食品受到

污染或变质。

四是销售监管不力。有些销售单位无冷藏设备

或设备简陋，无法对肉类食品按要求进行贮藏，致

使食品不同程度变质。有些不法商贩利欲熏心，对

已经过期的肉类食品，故意更改生产日期重新上架

销售。

2.2 相关的法律体系存在漏洞

一是相关法律范围窄。肉类食品安全管理应该

是一个“从养殖场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管，到目前为

止，还没有形成这样一部安全基本法。现行法律法

规主要侧重于食品生产、制造环节的卫生监督和管

理，而且过于笼统，不便操作。

二是相关法律滞后。我国现有的食品安全法律

法规制定较早，已跟不上行业的发展进程，许多食

品安全的执行标准远低于国际标准。

三是相关法律责任体系不完善。违法成本过

低，不足以震慑不法分子，容易产生肉类食品企业

不遵守法律制度的现象，很难实现法律应有的“防

患于未然”的功能。

2.3 消费者缺乏安全意识

一是缺乏安全购买意识。有些单位或个人在购

买肉类食品时安全意识薄弱，贪图便宜，不注重肉

类食品的卫生与质量。

二是缺乏安全食用常识。肉制品还没有经过充

分杀菌、煮熟便食用，甚至还有一些特殊喜好，如生

吃或者等肉类变质之后再食用，这样容易致使活体

病菌侵入人体，影响健康。

3 保障我国肉类食品安全的几点建议

3.1 完善安全法规体系建设

法律法规应涵盖肉类食品产业各个领域、各个

环节，如肉类检测、肉类制品检测、质量保障、食品

添加剂、色素、药物滥用控制等各个方面。根据不同

社会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应不断修改和完善相应的

法律法规，保证相关法律法规能跟上肉类食品安全

现状改变的节奏。

3.2 加强肉品安全意识教育

对于生产、运输、销售者及其监管人员，要提高

准入门槛，加强培训与学习，提高食品安全意识，从

源头杜绝安全问题发生。对于广大消费者，要充分

利用宣传栏，开展全民食品安全意识教育，让广大

消费者自觉地加入到食品安全的捍卫者队伍中来，

不买“三无”肉类食品，不吃腐烂变质的食物，增强

自我保护意识。

3.3 强化肉类食品安全监管

一是从源头上防止污染。从原料采集、生产、流

通、销售和售后等各环节进行全方位监管。如严把饲

料关，杜绝使用不合格饲料、违禁兽药以及促生长的

激素等；在加工过程中严格把关卫生标准，严禁违规

使用食品添加剂；运输过程中注意冷藏，防止污染或

变质；销售过程中严格遵守肉品的保质期。

二是建立检测体系。建立肉类食品的专业安全

检测体系，增加检测设备的投入和专业技术人员的

储备，从根本上提高安全检测的能力。检测标准应

适用肉类食品的生产、初级加工、储运卫生、检验检

疫、销售安全等方面。

三是加大处罚力度。食品安全问题可能存在于

生产、流通、销售等各个环节中，如发现违规违法现

象，对责任人或单位应进行严厉的行政与经济处

罚，对于情节严重者，应提起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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