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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动物及动物产品“分区监管”的思考

费后俊
江苏省金湖县吕良中心畜牧兽医站，江苏金湖 211600

收稿日期：2014-02-20

费后俊，1964年生，男，本科，高级畜牧师。

近年来，食品安全工作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的

重视，动物卫生监督部门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责

任重大。如何才能真正搞好动物及动物产品安全监

管工作呢？笔者认为要想做好市场环节中的动物卫

生监督工作，就需对动物及动物产品进行“分区监

管”。

1 “分区监管”的概念

动物及动物产品“分区监管”就是在一定的区

域范围内，将该区域市场环节中流通的所有动物及

动物产品按照便于管理、便于监督的原则进行合理

分类、分区管理，将同一类别的动物及动物产品通

过行政强制手段规划到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进行

生产、仓储、销售等，并对该区域作一定的封闭处理

以方便动物卫生监督人员在区域内驻场检疫，区域

内的所有动物及动物产品都必须经集中检疫后加

盖检疫印章及区域专用章后方可上市销售。该模式

类似于目前很多地区对香烟、鞭炮等实行的管理模

式，也类似于各地的生猪定点屠宰管理模式。

2 “分区监管”的必要性

现行的动物卫生监管模式不利于检疫监督：一

是很多动物产品由于面广量大、流动性强、检疫力

度跟不上等原因，导致检疫监督严重缺失，逃避检

疫现象严重；二是很多动物产品直接从产地或仓库

供应给餐饮单位，而动物卫生监督部门对餐饮单位

又无权监督检查，导致未经检疫的动物产品不通过

农贸市场就直接进入市民餐桌。

市场检疫监督管理是动物及动物产品在进入

餐桌前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管理不善，那么很多

未经检疫、存在安全隐患的动物产品就会流向市民

餐桌，直接威胁到群众的身体健康。

3 “分区监管”的益处

1）动物卫生监督人员监督检查方式由过去的接

受举报、市场巡查等形式转变为现在的驻地办公式

的驻场检疫监管，检疫人员的工作量明显减小，效

率明显提高，效果显著。

2）动物及动物产品经营单位（个人）的违法行

为明显减少，逃避检疫的现象基本杜绝。因为在实

施分区监管后，由于制度的约束作用，各类动物及

动物产品必须经过检疫后才能进入本地市场销售，

市场执法工作相对过去容易开展，一些违法行为得

到及时有效的查处，经营单位和个人法律意识明显

增强。

3）动物及动物产品的质量和安全程度明显提高。

过去许多动物及动物产品没有经过检疫就上市销

售，现在所有动物及动物产品在售前都必须送达指

定区域，所以“分区监管”后检疫率基本可达到

100%，消除了很多安全隐患。

4 “分区监管”的措施

1）由各地农牧部门牵头对本地区动物及动物产

品流通现状进行摸底排查，对进入本地区的动物及

动物产品，根据具体情况向政府上报建议分区的方

案；然后由政府牵头，召集国土、规划、城管、公安、

商务、卫生等相关部门进行协调，制定合理的工作

方案。

2）搞好宣传发动工作。向经营单位和个人宣传

动物及动物产品分区监管、集中检疫的好处，向市

民宣传如何选购区域内加盖区域专用章的动物及

动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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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政府协调并规划用地。根据各地的实际情

况，从便于检疫监督管理和安全的角度来考虑，按

照活畜禽交易、活畜禽宰杀、冷冻制品储藏等来实

施分区。

4）将监管范围内所有动物及动物产品的经营单

位或个体户，以行政强制措施按照各自经营的类别

规划到相应的区域进行生产、仓储和经营，接受动

物及动物产品的检疫监督。

5）加大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力度。对不按要求进

入相关区域接受监督管理的单位或个体户，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依法进行查处并取缔。

6）引入监控管理手段。在所有监管区域的相关

重要位置安装摄像头，实行 24 h全程监控，通过互

联网将所有分区管理单位的监控画面实时传入地

区动物卫生监控大厅。这样动物卫生监督部门在办

公室就能随时掌握本地区动物及动物产品的安全

状况，同时也便于追踪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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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养殖业用地难、治污难的问题日益突

出，“乱建随养”的现象日益严重，为找到既能又快

又好地发展畜牧业又能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民增

收的发展模式，各地进行了很多尝试和探讨，其中

广西部分地区采取的“园区”模式给农村现代畜牧

业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1 基本情况

柳州市柳南区畜牧业园区位于琉璃村琉璃山，

占地 24.67 hm2，发展蛋鸡养殖户 32 户，养殖蛋鸡

40万只。每户养殖蛋鸡最少 6 000只、最多 20 000

只，每只蛋鸡年可盈利 12~15元，鸡粪的销售收入

可抵人工费用，每户年纯收入 7万 ~30万元。

来宾市武宣县建设畜牧业园区 86个，其中生

猪养殖园区 16个、肉牛养殖园区 15个、肉羊养殖

园区 20个、家禽养殖园区 17个、奶水牛养殖园区

13 个、生态养殖园区 1 个、饲料加工园区 2 个、畜

产品加工园区 2个；园区内年出栏肉猪 100头以上

的规模养殖户 650家、存栏肉牛 10头以上的养殖

户 73 家、年出栏家禽 2 000 只以上的养殖户 63

家。

园区畜牧业促进了全县畜牧业的快速发展，使

养殖业环境明显改善。2013年全县生猪出栏 42.2

万头、同比增长 4.51%，牛出栏 2.28万头、同比增长

7.04%，家禽出栏 205.94 万只、同比增长 4.69%，肉

类总产量 3.89万 t、同比增长 8.36%，农民人均畜牧

业纯收入 788元、增长 5.6%。

2 具体措施

2.1 制定园区畜牧业发展规划

将农村集体所有的山林坡地或农户承包的荒

山坡地，以自愿为原则，纳入园区总体规划范畴，政

府部门以《畜禽规模养殖粪污治理条例》为依据，制

定园区畜牧业发展规划。

规划时做到不砍树、不挖山、不填水，尽可能保留

原生态环境；饲养户（场）之间的距离不少于 500 m，

确保动物疫病防控安全；整个园区只设一条进出通

道和一个进出大门，门口设有门卫、车辆消毒池，旁

边设有更衣消毒室、兽医室、接待室和培训室；因为

养殖密度过大会给粪污消纳和疫病防治带来压力、

密度过小会造成园区场地的浪费，所以应根据土地

对粪污的消纳能力和各饲养户（场）之间的距离，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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