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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6年，云南省蒙自市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中存在动物产地检疫数量大幅下降、检疫电子出证工作未

完全落实、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不当、动物标识与疫病可追溯体系工作严重倒退等问题，建议加大动物检疫申报制

度的宣传力度，强化检疫电子出证管理，高度重视动物标识与疫病的追溯体系建设工作，完善养殖环节病死猪无

害化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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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掌握云南省蒙自市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工作

存在的主要问题，做好 2017年各项工作安排，蒙自

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组织人员对全市的动物卫生监

督执法工作进行了全面摸底调查，现将调查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梳理汇总，并提出相应建议。

1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1）动物产地检疫数量大幅下降。2016年全市动

物产地检疫工作总体呈下滑趋势。生猪产地检疫除

设有屠宰场的乡镇外，其余乡镇均呈大幅下滑，其

他动物检疫数几乎为零。

原因：一是检疫费暂停征收后，基层工作积极

性受到极大影响，“不愿为”、“不作为”现象常有发

生；二是农质发[2014]14号文件下发后，由于监管职

责和范围的调整，原开展的活畜禽市场检疫工作全

面停止；三是养殖户和畜禽贩运、经营户申报检疫

意识不强，甚至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申

报检疫数量很少；四是多数乡镇站由于未能主动与

政府做好协调工作，检疫人员被政府“中心工作”抽

空，检疫岗位无人值守；五是规范执法要求越来越

严，加之许多同志不注重学习，导致了“不会为”、

“不敢为”的现象日渐凸显。

2）检疫电子出证工作仍未完全落实到位。检疫

电子出证工作实施近 4年，但迄今仍有少数乡镇站

还在手工出证或者有时机打有时手工，且填写不规

范的现象时有发生。

原因：一是人员更换频繁，工作衔接出现断档；

二是设备维护差，影响正常使用或者设备损坏不能

及时更新；三是站领导不重视，对更换的新人不能

及时进行培训。

3）对定点屠宰生猪监管职责认识不清。对于生

猪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生猪的监管，主要分为 2个

部分，一是屠宰监管，二是检疫监管。依照《动物防

疫法》和《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行

政规章的规定，动物检疫部门主要负责生猪从养殖

到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生产、加工前的监管，即生

猪在进入屠宰厂（场）前的检疫监管属动物检疫部

门；生猪从进屠宰厂（场）时起，其查证验物、登记便

是屠宰企业的职责，入场后的管理也属屠宰企业。

但在实际工作中，职责不清情况普遍存在。

4）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问题较多。

按中央政策规定，享受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费用补助

的对象是年出栏 50头以上的生猪规模养殖场和养

殖小区等。条件是建立养殖档案，并有病死生猪记

录，病死生猪必须加施有二维码耳标，日龄达 30 d

以上，附有相应的图片和资料等。

但从实际调查情况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

是是否达到 50头以上的出栏标准，难以提供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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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羊分娩与新生羔羊护理

一般母羊在分娩前 2 d左右，乳房极度膨大，红润有光泽，肚子塌陷，外阴松弛，当有黏液流出，母

羊起卧不安，努责，大声喊叫时就要分娩了。

注意观察母羊的分娩过程。当羔羊的头部露出阴门以后，用干净的布把羔羊嘴巴上的黏液擦干净，

防止羔羊把黏液吸入口内引起窒息死亡。母羊把羔羊产出，等羔羊叫出声以后，把脐带在离肚脐 4 cm左

右处用剪刀剪断，碘酒涂抹脐带消毒（如果脐带很粗，注意看是否出血，有出血则可以用消毒的细线在

离肚脐 1 cm处结扎）。有条件的话每只羔羊注射 1支破伤风抗毒素。然后把羔羊放在干净的地方让母

羊舔食羔羊身上的黏液。过一会羔羊站起来寻找乳头时，先把母羊乳房擦洗干净，挤掉头 3把奶，再让

羔羊吸乳。尽量在母羊分娩后 30 min之内让羔羊吃上母乳。

7 d以内注意观察羔羊，防止吃不上母乳、粪便粘连肛门、痢疾等情况。对吮吸母乳不足的羔羊要

进行人工哺乳。

来源：河北农科 110网

可靠的依据（无产地检疫证明）；二是多数没有建立

养殖档案或养殖档案不健全（档案中未反映病死猪

记录）；三是大多数病死猪无耳标和相应的照片资

料；四是监督处理不到位，存在夜晚、节假日无害化

处理监督缺位的情况。

5）动物标识与疫病可追溯体系工作严重倒退。

2016年蒙自市上传二维码耳标信息 137 313条，仅

达任务数的 45.6%，多数乡镇耳标大量积压。

原因：一是多数乡镇站对此项工作不重视。从

上传信息看，达 2万条以上的仅有 3个乡镇，5 000

条以上的有 3个乡镇，5 000条以下的有 6个乡镇；

二是养殖环节基本放弃耳标佩戴，屠宰生猪加施耳

标数量大幅减少；三是外调动物（猪、牛、羊）急剧下

降，近 2年外调动物已不足千头。

6）生猪屠宰环节“瘦肉精”监督性检测操作仍有

不规范行为。主要是个别乡镇在抽检过程中不填写抽

样单、检测结果通知单或抽样单无畜主签名等。

7）动物卫生证照管理使用问题。从 2016年检

查的情况看，多数乡镇站未按规定和要求建立票证

管理制度和台账实行“专人、专账、专柜”管理，票证

领购、发放、使用管理较为混乱。

2 建 议

1）加大动物检疫申报制度的宣传力度，促进产

地检疫工作的全面开展。一是各乡镇站领导要加强

与政府领导的沟通协调，确保检疫岗位有人值守，

做好动物检疫申报管理工作。二是积极开展动物检

疫申报制度宣传，提高养殖户和动物经营从业人员

的主动申报检疫意识。三是有屠宰场的乡镇，加强

与屠宰企业的密切配合，加大对屠宰动物检疫证

明、耳标的查验力度，促进检疫和戴标工作的开展。

2）理顺屠宰厂（场）生猪检疫监管与屠宰管理

关系，明确职责，依法履行职责，确保“履职不越位、

执法不越权”。

3）强化检疫电子出证管理，确定专人负责，确

保工作顺利规范实施。做好对更换人员的培训和工

作衔接，防止工作脱节。

4）高度重视动物标识与疫病的追溯体系建设工

作，实行专人负责。完善耳标签收、发放使用及建立

台账管理制度，切实做好耳标扫描和信息上传。加

大养殖环节耳标使用，散养生猪戴标率达 50%以

上，规模场戴标率达 100%，确保屠宰、外调生猪的

戴标率达 100%。

5）完善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严格

补助条件，不符合条件的一律不予申报。强化无害

化处理过程的监督，严禁监督缺位和弄虚作假。

6）加强动物卫生监督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学

习，强化执法实践，增强执法能力和办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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