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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对云南省开远市生猪定点屠宰场现场调研，结合笔者自身监管工作体会，分析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建立部门联动机制，成立专门稽查队伍、引导企业合理布局，科学规划、加大经费保障，完善检疫检测机制

等措施。

关键词 生猪；定点屠宰；监管

基层生猪定点屠宰监管的问题及建议

马 琼

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云南红河 661699

收稿日期：2017-11-09

马 琼，女，1978年生，兽医师。

1 基本情况

1）生猪定点屠宰概况。开远市辖 7个乡镇（街

道），52个村委会，全市辖区内有 4个生猪定点屠宰

场，其中城区 1个，乡镇（街道）3个，均属于“代宰”

企业。4个生猪定点屠宰场均取得《生猪定点屠宰

证》和《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无牛羊禽集中屠宰

场点。2015-2016年，开远市 4个生猪定点屠宰场共

屠宰生猪 183 662头。

2）生猪定点屠宰监管情况。开远市畜禽屠宰行

业管理职能于 2014年 1月由商务部门划转至市农

业部门，划转后市农业局认真履职，督促屠宰企业

落实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严厉打击生猪私

屠滥宰、注水或注入其他物质、屠宰病死畜禽等违

法行为；加强与相关部门配合，严肃查处畜禽屠宰

环节各种犯罪行为。目前 4个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建

立健全了各项管理制度，并上墙公示，设施设备基

本健全，属于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生产，能正常屠宰，

日屠宰量最高达 300余头，最低达 20余头；配备了

屠宰技术人员及肉品品质检验人员，人员均持有卫

生部门出具的健康证；各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均配备

屠宰检疫人员，屠宰检疫率均达到 100%，检出的病

害动物及产品无害化处理率均达到 100%。

2 存在的问题

畜禽屠宰管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政

策性强、涉及面广、工作量大、任务重，虽然在监管中

进一步明确企业是产品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督促

企业建立健全生猪进场查验登记、肉品品质检验、“瘦

肉精”自检、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畜禽屠宰统计监测

等制度，但是在屠宰行业管理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1）法律法规不完善。根据国务院部署，生猪定

点屠宰监管职能于 2013年由商务部门划转农业部

门，但农业部相关顶层法律规章仍然没有出台，各

地在职能划转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

2）定点屠宰场内部设计和布局不够合理。4个

生猪定点屠宰场尤其是乡镇屠宰场大部分场地窄

小，设计建造不够规范，厂房陈旧老化。由于屠宰企

业缺乏资金，定点屠宰场设施设备等硬件投入不

足，机械化程度不高，污物处理设施差。

3）执法人员不足，执法力量薄弱。全市动物卫

生监督机构人员编制数量相对较少，从事屠宰检疫

工作人员全市仅 17人，工作任务繁重。屠宰经营户

文化素质大部分偏低，依法经营意识较薄弱，普遍

存在不支持、不服从执法人员的查处，更有甚者还

存在恐吓威胁执法人员的现象；而一部分养猪户则

认为定点屠宰既麻烦，又加重家庭负担，对执法人

员检查私屠滥宰的做法不理解，有抵触情绪。

4）监管经费投入不足。各级财政对屠宰监管工

作的投入严重不足，缺乏经费投入的长效机制支撑

保障。目前，农业部虽已要求各地开展“瘦肉精”残

留的安全检测工作，但近年来经费投入不足，检测

管理前沿 83窑 窑



养殖与饲料 2018年第 1期

工作开展的面和量都达不到保障畜禽肉食品安全

的要求，另一方面执法经费得不到保障，无法购买

执法设备，执法工作困难重重。

3 建 议

1）建立部门联动机制，成立专门稽查队伍。加

强与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协作，全面实施畜禽定

点屠宰管理制度，建议成立生猪定点屠宰稽查大

队，负责对全市屠宰工作的稽查和管理，实行生猪

定点屠宰常态化监管。

2）引导企业合理布局，科学规划。积极引导生

猪屠宰企业转型升级，鼓励和支持屠宰企业在生产

工艺、设施设备、检验检疫、环境保护、病害猪无害

化处理等方面开展标准化改造，提高质量安全管理

水平，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

3）加大经费保障，完善检疫检测机制。加大经

费保障，改善检验检测设施，加强检测人员培训，进

一步强化检疫检测工作，提高检测水平和检测率。

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河南滑县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通过笔者在基层工作的经验，

结合滑县的实际情况提出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增加无害化处理场的个数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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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一直是动物卫生监

督执法过程中的一个难题，做好农村病死动物无害

化处理工作更是难上加难，能不能快速、正确地无

害化处理病死的动物及产品是当前农村动物饲料

及动物产品加工中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难题。病死动

物及动物产品携带病原菌，如不能及时处理或未经

无害化处理，不仅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还

可能引起重大动物疫情，危害畜牧业生产安全甚至

引发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给动物疫病防控埋下隐患。做好病死动物的无害化

处理是保障动物产品质量安全的前提，对于防控动

物疫病和促进畜牧业健康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

义。

1 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的现状

1）养殖户处置病死动物法律意识淡薄。虽然关

于动物卫生监督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动

物防疫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病害动物及病

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 GB16548-2006》等

对病死动物及动物产品的无害化处理都有具体要

求，但由于广大农民养殖者文化水平有限，法律知

识了解甚少，农村地区依然存在动物病死后不按规

定向当地动物卫生机构报告，不按规定处置病死动

物及其产品，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也无法对其进行有

效监督。

2）应急处理能力差，无法进行规范处理。我国

大部分农村地区养殖户应急处理能力差，养殖的畜

禽死亡以后主要采取挖坑土埋的方式进行无害化

处理，如果发生重大动物疫情，这种方式无法进行

有效的应急处理。再加上部分养殖户防疫意识不

强，很容易出现消毒不彻底、掩埋坑太浅等问题引

起动物疫病的传播。除此之外，还有少数养殖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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