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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饲料供给有保障、农民养殖有基础、畜产加工承载空间大、技术支撑强有力，洮北区具有发展畜牧业

的资源优势和潜力。需要增强服务意识，营造良好环境，解决制约畜牧业发展的突出问题，推进畜牧产业化发展，

助力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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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增收问题是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首要问题，

也是关系到农村社会稳定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的

关键就是拓展农业增效空间，谋划好产业开发项

目，找准发展生产路子，激发活力和内生动力，增加

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充分发挥洮北区的

区位优势与资源优势，推进畜牧产业化发展，是振

兴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实现牧业强区的一条

重要路径。

1 畜牧产业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

作用

畜牧业是农村产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

以食为天，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肉、蛋、奶等

畜产品的社会需求量日益增长，畜产品有效供给对

繁荣市场、丰富百姓“菜篮子”至关重要。畜牧产业

关联度高，上游是饲料工业，下游是畜产品加工、商

贸食品业，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可带动相关产业发

展，实现劳动力就地转移就业，同时，发展养牛、养

羊业还能使农作物秸秆变废为宝，通过过腹还田为

种植业提供优质的有机肥料，改善土壤结构，培肥

地力，促进粮食增产，秸秆饲料化还能减少因焚烧

秸秆造成的环境污染，畜牧业是一业兴带多业旺的

产业，推进畜牧产业化发展，大有可为。

2 洮北区具有发展畜牧产业优势

洮北区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吉、黑、蒙“两省一

区”的交界处，为白城市区所在地，全区幅员面积

2 568.8 km2，总人口 50.9万，其中农业人口 22万，

现有耕地面积 11.33万 hm2，是一个兼具城区、郊区

双重职能，又具有明显农业县特点的市辖区，洮北

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资源禀赋和潜力。

饲料供给有保障。洮北区是国家商品粮生产重

要基地，粮食产量多年稳定保持在 11.5亿 kg，玉米

是各乡镇主要农田作物，农副产品资源丰富，全区

年产各类农作物秸秆 13.8亿 kg，有近 7亿 kg秸秆

可以作为家畜的优质粗饲料资源开发利用。然而，

目前的农作物秸秆饲料转化利用率还不到 50%，剩

余部分被农户作为生活烧柴或成为废弃物。

农民有养殖基础。畜牧业是洮北区的传统产

业，农民素有养殖畜禽的传统和习惯，在多年的生

产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养殖经验，畜禽养殖也是农

民所热衷的致富项目，全区现有畜牧养殖专业合作

社 61个，涵盖了奶牛、肉牛、肉羊等区域主导畜牧

产业，精品牧业园区的奶牛养殖科技含量达到国内

领先水平。

畜产加工承载空间大。洮北区有畜产品加工规

模以上企业 4家，均存在着由于货源供应不足处于

“吃不饱”而低负荷运转。洮北区是伊利、蒙牛、艾倍

特、龙丹乳品企业稳定的奶源基地，通过对外招商，

2015 年成功引进北京首农集团 2.5 万头奶牛养殖

建设项目、吉林省麒鸣牧业集团 300万只肉羊产、

加、销一体化项目落户洮北，进一步夯实了畜牧产

业发展基础。

强有力技术支撑。洮北区畜牧兽医服务体系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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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建制设有动物疫病防控、畜牧业技术推广、草

原监察、动物卫生监督、动物检疫、兽药饲料监察、

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7个职能机构，辖区内的 11

个乡镇全部设有畜牧兽医站，有 200人的牧业科技

队伍，能够满足产业化发展需要的技术力量。

3 促进洮北区畜牧产业化发展的建议

洮北区农业生产的强项在畜牧业，优势在畜牧

业，发展农村经济的增长点也在畜牧业，政府相关

部门要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营造良好环境，切实

解决制约畜牧业发展的资金、用地、风险等突出问

题，落实畜牧业发展相关政策和《畜牧法》中“畜禽

规模养殖场（区）用地按农业用地管理”的规定，农

村养殖专业合作社要发挥引领带动作用，科学组织

生产，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畜牧部门要跟进技术

指导与服务保障。

摘要 贵州省纳雍县生猪定点屠宰检疫工作对于确保畜产品安全，让人们吃上“放心肉”非常重要，做好检

疫工作也可以有效控制疫病的传播和流行，促进畜牧业的健康发展。但纳雍县的检疫工作还存在定点屠宰场相

对较少、屠宰场检疫设施设备不全、技术落后、检疫员业务素质不高、人们的防范意识较差、生猪屠宰检疫不规范

等问题，笔者从健全屠宰检疫管理、完善检疫检验设备、规范屠宰检疫操作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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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频出现，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关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制建设的完善，

我国的防疫逐渐走上了“有法可依”的法制化轨道，

“定点屠宰、集中检疫”的实施也是目前最有效的检

疫措施。纳雍县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

疫法》和《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执行，保障了畜产品

的安全，让人们吃上了“放心肉”，防止了动物疫病

的流行和传播。但是在生猪定点屠宰检疫中还存在

一些问题，笔者根据多年的检疫工作经验，就此做

了详细阐述。

1 存在的问题

1）定点屠宰场相对较少。纳雍县养猪场逐渐增

多，养殖规模逐渐增大，但是相对于日益发展的养

猪业，生猪定点屠宰场的数量较少，只在县城和一

些经济发展较好的乡（镇）设立，有的乡镇由于各种

因素没有设立定点屠宰点。还有的屠宰场条件简

陋，不符合要求，甚至没有对病死动物及产品进行

无害化处理的设备设施，给检疫和疫病防控带来了

很大的威胁[1]。

2）屠宰场检疫设施设备不全，技术落后。由于

经费有限，很多屠宰场（点）的检疫设备设施不全，

如常用的冰箱、干燥箱、快速检验的设备及相关试

剂等不全。有的检测还很落后，还停留在用眼观察、

用刀解剖、用显微镜检测的阶段，检疫工作跟不上

时代的发展。检疫人员的技术水平不高，常常用

“视、触、嗅、剖”等检疫手段来判断生猪检疫是否合

格，人为因素较大，科技含量不高。

3）检疫员业务素质不高，人们的防范意识较差。

目前从事检疫工作的人员大多年龄大、学历低，接

管理前沿8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