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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苍岭镇是一个农业大镇，畜牧业在农业中占有重要位置，而动物产地检疫工作对确保畜牧业健康发

展，为肉食品安全保驾护航。本文介绍了动物产地检疫现状，分析了动物检疫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提出

解决的建议，以促进动物产地检疫工作的正常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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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岭镇是一个农业大镇，畜牧业在农业中占有

重要地位。烤烟实行“双控”以后，畜牧业成为发展

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产业，也是实现粮

食转化增值、种养协调发展，促进相关产业共同发

展的一大产业。随着交通、通讯、电子化信息的发

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畜禽交易更加频繁，肉

食品安全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对动物产地检疫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基本情况

1）镇情。苍岭镇位于楚雄市城区东北部，距州

府所在地鹿城 17 km，距省会昆明市 140多千米，

镇辖区内 320国道、广楚公路、广楚高速公路、安楚

高速公路、广大铁路及复线、在建楚南一级线七条

交通干道贯穿全境，农村经济以烤烟、粮食、畜牧养

殖、非公经济为支柱产业。全镇辖 8个村委会、166

个村民小组，共有农户 8 363户，总人口 31 963

人，居住着汉、彝、回等民族。辖区总面积约

344.484 km2，耕地面积 2 849.07 hm2，粮食总产量

2 407.5万 kg，农村经济总收入 2.02亿元，农民人均

纯收入 7 600元，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4.970 8亿元，

其中畜牧业产值达 1.322 6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的 26.7%。2014年末，全镇大牲畜存栏 9 553头，

猪 37 478头，羊 19 430只，兔 1 877只，禽 269 904

只，出栏大牲畜 8 516头，猪 47 695头，羊 6 961只，

兔 1 845只，禽 272 197只，禽蛋产量 840 t，蜂蜜产

量 22 t，畜牧业生产逐步由散养向集约化、规模化

发展。

2）工作开展情况。全镇现已设置动物产地检疫

申报点 9个，申报点有检疫员 3 人、协检员 10人，

制作动物产地检疫流程图 10份，开据产地检疫猪

16 543头，饱满街、腰站街 2个仔猪市场共补检补免

生猪 2 439头，家禽 35 368只，出动人员 3人。落实

专人负责检疫票据管理，不断完善检疫台账。同时，

认真落实工作职责，和 12名检疫员、村级防检员签

定了责任书，选送 10名村级防检员到市动监所为期

1周的技能培训，召开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培训会。

2 存在的问题

1）镇畜牧兽医站人少事多。乡镇畜牧兽医站承担

本行政区域内的动物疫病防制、畜牧产业发展技术指

导、动物及其产品检疫、兽药饲料监管、科技推广和培

训等工作，全站现有在职在编的专业技术人员 3人，

而经过几次改革后编制扩充为 4人，但仍然缺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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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镇村两级检疫员协检员素质参差不齐，培训

不到位。检疫员 3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2人，多年

来没有机会参加相关培训。12名村级防检员中，高

中以下有 3人，专科仅 1人。连续几年和县级动物

卫生监督所协调，争取了培训。但由于自身文化程

度参差不齐，加之半农半工，没有时间学习。

3）工作经费不足。村级兽医工资待遇低，每个

村委会每月仅有工资报酬 350元，有两个村级兽医

的村委会人均只有 175元，受物价因素和兽医从业

人员管理不规范等因素影响，村级兽医队伍不稳

定，变动大。同时取消防疫收费和检疫收费以后，村

级防检员补助匮乏，而动物疫病防制及肉食品安全

是一项经常性工作，工作经费投入不足，严重影响

到畜牧业发展及肉食品安全。

4）村级兽医报酬与工作量不成正比。村兽医承

担本村委会的动物防疫、疫病监控、动物及产品检

疫、兽药饲料推广、疾病诊疗、品种改良等工作，而

报酬为每个村级防检员每月 350元（2个村级防检

员各 175元），村级兽医工作积极性难以调动，队伍

难以稳定。

5）工作经费得不到保障。2009年取消猪瘟、口

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猪高致病性蓝耳病重大动

物防疫收费、2015年 1月取消动物及产品检疫收费

后，加之镇财政资金比较困难，对该项工作的投入

不足，检疫票据工本费、印章液、村防检员的报酬等

出现空白。

6）动物产地检疫申报点不固定。全镇现有申报

点 9个，固定申报点仅有 2 个，其余 7 个都是由村

防检员作为综合服务自己租用的，变动较大，不利

于工作开展。

7）乡镇执法队伍职责不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

动物防疫法》第一章第八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设立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负责动

物、动物产品的检疫工作和其他有关动物防疫的监督

管理执法工作[1]。第二章第十四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

划。乡级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本管辖

区域内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做好强制免疫工作[2]。第

五章第四十一条规定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照本法和

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对动物、动物产品实施

检疫。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官方兽医具体实施动物、

动物产品检疫。官方兽医应当具备规定的资格条件，

取得国务院主管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书，具体办法由

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人事行政部门制定
[3]。从以上可以看出乡镇畜牧兽医站下划乡镇党委政

府垂直管理，不具备检疫条件。

8）二维码耳标配戴难度大。动物耳标在佩戴中，

有的地方信号不稳定，难以扫描，加重防疫难度；耳

标佩戴后容易被猪咬食、牛羊被挂掉；部分养殖户

不接受，影响工作开展。

9）检疫手段简单。乡镇检疫仅靠感官检查、查

阅防疫台账、兽药饲料使用记录等，缺乏检疫设施

设备；缺乏交通工具，给检疫工作带来不便。

3 建 议

1）配足配齐乡镇站工作人员，聘请协检员参与

动物及其产品检疫工作。向社会公开招考具有中专

以上的应往届毕业生 3～5名充实乡镇，工资不低

于当地城镇职工最低工资标准 1 470元，按国家规

定购买五险，加强技能和职业道德培训。

2）明确乡镇畜牧兽医站专业技术人员检疫员职

能。乡镇畜牧兽医站作为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分

支机构，直接服从县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的领导。

3）加大经费投入。建议各级财政将动物防疫检

疫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解决动物产地检疫工作

经费，用于购买票据、协检员补助等；解决申报点建

设经费投入及固定办公地点，方便群众；解决村防

检员报酬问题，一是实行检疫报酬与检疫头数挂

钩，即每检疫 1 头活畜补助 1.5 元，1只活禽补助

0.2元，激发协检员的工作激情。二是提高村防检员

待遇，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留得住人，工作才

能开展得起来。

4）加大镇村两级检疫员、协检员培训力度，提

高业务水平和执法能力。市级负责乡镇级检疫员培

训每年 1～2 期，县级负责村级防检员培训 1～2

期，培训的内容主要是业务技能和行政执法，从而

提高执法水平。

5）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转变养殖户、营销户、屠

宰经营户思想观念。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积极

做好宣传教育引导，合法经营、诚实守信；杜绝饲喂

瘦肉精等国家禁用物品，严禁出售、贩运、屠宰、经

营病死畜禽，确保肉食品安全。

6）建立动物疫情互报制度。与相联的乡镇建立

动物疫情通报制度，共同建立动物疫病的防疫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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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产地检疫工作开展涉及动物疫病，兽药饲料等，

相邻的乡镇之间建立动物疫情互报制度，便于动物

疫病防控及动物产地检疫的开展，降低损失。

7）加强对动物检疫申报点设施设备投入。一方

面加大对检疫设备投入，提高检疫质量和水平，另一

方面解决检疫交通设备，提高执法队伍办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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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规范龙头企业与奶农利益联结机制，强化带动作用，通过订单联结、服务联结、资产联结等形式，筑牢“公

司 +基地 +农户”经营体系，形成养殖场（小区）作为企业配套生产基地的一体化运营机制，实现奶业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奶业；规范化；问题；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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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业作为朝阳产业在洮北区得到快速发展，据

2015年末数据显示，全区奶牛饲养总量达到了 1.3

万头，建成高标准奶牛养殖牧场 7个，年产生鲜原料

奶 2.48万 t，奶牛饲养户年平均收入在 3 150元 /头

左右，成为了当地农民致富的首选生产项目。

1 洮北区奶业发展现状

自 2003年以来，洮北区委、区政府提出了在全

区范围内大力发展奶牛产业的战略措施，相继出台

了一系列扶持奶牛产业政策，形成了全区上下齐心

协力抓奶牛产业的良好势头，经过 10年的发展建

设，白城市洮北区奶牛饲养方式由过去的传统落后

散养、粗放经营跨入了集中饲养、规范发展，效益畜

牧业已步入到正常发展的轨道，建成了颇具规模的

科尔沁精品牧业养殖园区和日处理能力达 500 t的

鲜奶加工生产企业———白城龙丹乳业科技有限公司，

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奶牛产业生产链条。奶牛繁育

实现了由自然发展、改良为主向繁引并举、更新换代

的转变，奶牛平均单产由过去不足 3.2 t/年达到了

4.6 t/年。然而，由于近几年来奶业市场形势的冲击，

给本地区奶牛产业的稳步增长带来了很大影响，奶

农养殖效益出现了“下滑”甚至于“亏本”的局面，从

奶牛数量到原料奶产量全区已显现下降趋势。

2 白城市洮北区奶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生鲜乳销售价格极不稳定。乳企牢牢控制着

生鲜乳收购量和价格，特别是近年来，奶价呈跳水

式下滑，乳品企业对奶站采取限量收购，达不到交

售量会给予制裁，超出限量部分一律拒收，并且要

求奶站督促养殖场（户）不断升级养殖模式，否则将

解除合作关系，极大挫伤了养殖场（户）的生产积极

性，导致部分奶站不得不关闭。

2）无法取得养殖、经营后续资金投入。奶牛养

殖投入巨大，购牛、场区建设、饲料和投入品及人工

费用相对较高，养殖场（户）普遍缺少资金，银信部

门没有开办专项贷款支持，加之奶农经济实力不

足，在投入发展奶业的支持资金也极为有限，从而

严重制约了奶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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