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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禄劝是畜牧业大县，但由于经济、文化落后，基础薄弱，畜牧业还没有摆脱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畜产

品安全隐患突出，质量安全监管难度大。加强生产环节的监管、畜禽及其产品加工销售环节的监管、强化日常监

督管理工作，以提高禄劝县畜产品质量，保障人民舌尖上的安全和畜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将畜产品质量安全危

害消除在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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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禄劝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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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劝是典型的山区民族贫困县，属于半农半牧

区，据统计 2016年全县生猪存栏 493 351头、出栏

797 427头；羊存栏 430 503 只、出栏 305 464 只；

牛存栏 155 554 头、出栏 100 611 头；马属动物存

栏 32 669 匹、出栏 337 匹，禽存栏 1 169 510 只、

出栏 2 396 073只；饲养中蜂 13 904群。全县肉类

总产量 87 254 t，禽蛋产量 1 891 t、蜂蜜产量 434 t。

畜牧业是禄劝的支柱产业，但还没有摆脱传统

的生产经营方式，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是生产经营

模式陈旧落后，饲养环境复杂；二是养殖规模较小，

生产分散，畜禽标准化养殖技术难以推广；三是饲

养、用药、防疫等无标准、不规范，对环境造成污染；

四是畜产品安全意识差，经营者只注重产量和利

润，不重视产品质量安全；五是畜牧业生产、加工和

流通等环节缺乏统一管理。因此，畜产品存在很大

的质量安全隐患，产品市场竞争力低，适应不了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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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业现代化发展需要，加之畜产品安全已逐渐成为

消费者日益关注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好畜产品质量

安全问题，必将严重影响禄劝县畜牧业的健康发

展。笔者通过对禄劝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调研分

析，认为重点应从畜产品的源头管理，尽量将畜产

品安全危害消除在生产过程，同时对加工销售环节

进行监管来保证产品质量安全。即从畜产品生产、

加工销售和监督管理 3 个方面采取措施，对症下

药，方可解决好禄劝县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

1 生产环节的监管

1.1 饲养环境

1）养殖场选择。应在地势高燥、背风向阳、无工

业“三废”污染、无畜禽病原体污染和无生活垃圾污

染，同时对周围环境不造成影响的地方修建，符合

当地土地利用、环境保护和村镇建设发展规划要

求，要求供水、电源、交通方便，距离饲草料地比较

近。

2）养殖场规划。场区要结合当地资源、气候条

件等情况进行合理设计布局，统筹安排，使养殖场

既美观实用又便于管理，圈舍设计应符合畜禽对温

度、湿度以及通风、光照的要求，场地建筑物的配置

应做到紧凑整齐，提高土地利用率，有利于整个生

产过程和疫病防治，同时还应注意防火安全。场区

周围建有围墙，要求配套大门、运动场、厕所、沼气

池（化粪池或贮粪池）；生产区与生活办公区分开，

并有隔离设施；养殖场配备疫苗冷藏、消毒和诊疗

等防疫设备，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无害化处理、

污水污物处理设施设备；有相对独立的引入动物隔

离圈舍和患病动物隔离圈舍，隔离圈舍应建在下风

向。

3）提供良好的饲养环境。养殖场内要求保持良

好的环境空气质量，饮水尽可能使用水质较好的山

泉水；圈舍要求尽量坐北向南，以保持冬暖夏凉，圈

舍有良好的采光、通风设施设备，地面和墙壁选用

适宜材料；合理安排好排污设施，做到清洁道和污

染道分设，每天打扫猪舍，粪便及时清理并作无害

化处理，保持场地和用具清洁，使畜禽生活在无污

染、无公害的生态平衡环境中。

1.2 品种与繁育

1）品种。禄劝是优良地方品种撒坝猪的原产地

和武定鸡的主产区；禄劝黄牛属南方牛，与外地优

良品种牛杂交，经济效益明显等优点；山羊养殖数

量全省排名第 4-5位，养殖品种主要是云岭黑山

羊；据《云南畜牧业区划》记载，禄劝蜜蜂是全省最

好的中华蜜蜂品种。这些品种属优良的地方本土品

种，具有耐粗饲、适应性强、抗病力强、产品营养全

面和质量好等优点，是一座宝贵的基因库。优良的

本地品种在畜牧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不使

这些良好的遗传资源流失，要注重本地品种的保种

工作，尽量推广和开发禄劝本地品种，采取品种资

源保护和产业开发并举的措施，用以保促用、以用

促保的方法，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在获益中保

护和开发，培育能持续稳定发展的地方特色产业。

如果需要引种必须做到：一是不得从疫区引进

种畜禽；二是由养殖户向县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申

报，经批准后方可从具有县级以上畜牧兽医主管部

门核发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和《动物防疫条

件合格证》的种畜禽场引进，并按照规定进行检疫；

三是引进的种畜禽需隔离 30～45 d，经县动物防疫

监督机构确定为健康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使用。

2）繁育。撒坝猪、武定鸡、黑山羊和中蜂采用本

品种选育等方法，保持品种的纯度，不断提高品种

质量。为提高经济效益，黄牛可实施肉牛冻精改良

经济杂交，第一父本选择西门塔尔牛，终端父本选

择安格斯或短角牛，种畜不论公母必须体成熟才能

配种繁育。

1.3 饲料生产和使用

1）饲料原料生产和使用。禄劝是农业大县，饲

料原料主要来源于当地，有利于品质的调控。要求

饲料原料生产过程中应尽量使用有机肥、种植绿

肥、作物轮作、生物或物理方法培肥土壤，限量使用

化学合成的生产资料，控制病虫草害，保证或提高

饲料原料品质；饲料原料要求具有该种饲料的色

泽、气味及组织形态特征，质地均匀，无发霉、变质、

结块、虫蛀及异味、异物等。同时不使用同源动物源

性饲料、工业合成的油脂、化学合成的饲料、畜禽粪

便、饭店泔水、发霉变质和被重金属、农药及工业

“三废”污染的饲料等作为饲料原料。

2）使用无公害的商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养殖

过程中如需使用商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要尽可能

购买天然植物原料加工而成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要求来源于有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并具有产品批准

文号，饲料添加剂的性质、成分和使用量应符合产

管理前沿102· ·



养殖与饲料 2018年第 1期

品标签，进口产品有产品检验合格证；矿物质饲料

添加剂的使用按营养需要添加，尽量减少对环境的

污染；不使用化学药物饲料添加剂，禁止使用“瘦肉

精”等促生长激素。

1.4 疾病防治

1）加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建立健全动物

疫情预警监测体系，加强基层防疫力量，提高疫病

的诊疗水平，做到及时发现及时防治，保证县境内

不发生重大动物疫情。

2）严格按要求使用兽药。在疾病的防治中尽量

不使用抗生素或化学合成的兽药对畜禽进行预防和

治疗，必须使用的应严格执行该药物的停药期；不使

用为了刺激畜禽生长的抗生素和其他生长促进剂

等。同时规范兽药采购和使用记录，禁止使用人药、

假劣兽药、滥用和违禁药物、随意加大用药剂量等。

3）防治药品要求安全无污染。应依法制定符合

养殖场实际的免疫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免疫接

种，合理使用疫（菌）苗进行免疫；积极开发针对性

强、高效、低毒、无污染的防治药品；提倡生态健康

养殖和采用生物、生态、物理和中草药防治等方法

对疾病进行综合防控，尽量采用植物源制剂、中兽

医、针灸、顺势治疗等方法防治畜禽疾病。

1.5 大力发展现代畜牧业生产

畜牧业标准化是现代畜牧业的重要标志，建设

现代畜牧业的过程也是畜牧业标准化、信息化和市

场化的过程。在畜牧业标准化生产中，实施畜禽标准

化养殖是全面提高畜产品质量安全，增强市场竞争

力，促进禄劝县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战略举措，

发展现代畜牧业生产有利于对畜产品生产质量安全

进行全程跟踪监管，主要从以下 3个方面着手。

1）转变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大力推广新技术、

新业态，努力改变现行传统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

使畜牧业逐步走上规模化养殖、科学化饲养、企业

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专业化生产的持续健康发展

轨道，实现资源与环境，效益和发展的良性互动，协

调发展。

2）推行标准化养殖。积极倡导养殖小区标准化

养殖，探索养殖小区建设和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合

理规划，利用养殖小区这个平台将龙头企业、农民

合作经济组织及农户联系起来发展现代畜牧业生

产，实施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

3）引导发展规模养殖。鼓励广大养殖场（户）提

高现代化设施装备水平，采用规模化养殖模式发展

畜牧业生产，适度规模养殖有利于建立产品统一的

标准和方便样品的抽取和检测。

1.6 推行畜牧业绿色发展方式

禄劝生态环境好，具有得天独厚的畜牧业绿色

发展条件，可从强化资源保护与循环利用、加强产

地环境保护与治理入手，制定具备保护、治理和发

展功能的综合方案推行畜牧业绿色发展，形成自我

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引导和推动社会

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到畜牧业绿色发展中来，从而提

供更多优质、安全、特色畜产品，促进畜产品供给由

“量”向“质”的转变，主要从以下 3个方面落实。

1）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畜牧业。禄劝天然草

原面积 21.3万多公顷，年产农作物秸秆 39万多吨；

森林面积 30万多公顷，森林覆盖率 55%；猪鸡牛羊

蜂优良地方品种一应俱全。一是可利用广阔的天然

草原和丰富的农作物秸秆资源大力发展以牛羊为

主的草食畜牧业；二是可利用广茂的森林资源和森

林经营权到户的有利条件探索林下生态养殖优良

地方品种撒坝猪、武定鸡、黑山羊和中蜂，发展特色

产业，打造地方品牌。

2）推广畜牧业绿色发展新技术。建立以绿色生

态为导向的畜牧业补贴制度，大力支持畜牧业绿色

发展科技创新和推广。一是建立草原生态保护和农

作物秸秆加工利用作饲料奖励机制，保障草原永续

利用和提高农作物秸秆饲料利用率；二是构建科学

完备、运转高效的覆盖饲养、屠宰、加工、经营、运输

等各环节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体系；三是打通种

养业协调发展通道，积极开展畜禽粪污治理行动，以

就地就近用于种植业有机肥为主要使用方向，推动

种养结合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把放错地方的资源变

废为宝；四是切实做好动物疫病防控和净化，尽可能

饲养抗病性强的本地畜禽品种和创造良好的养殖环

境，实施健康养殖，达到少病少治少用药的目的；五

是加强全程饲养管理，根据畜禽各阶段的营养需求

供给营养均衡的配合（混合）饲料，提高产品质量。

3）推行绿色畜牧业产业化经营。将畜牧业产前、

产中、产后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对主导产业

实行饲料养殖加工、产供销、牧科教紧密结合的一

条龙生产经营，对农、林、草、牧、副、渔等因地制宜，

合理搭配，以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统一发展的

畜牧产业绿色发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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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畜禽及其产品加工销售环节的监管

1）屠宰及加工环节的监管。畜禽屠宰、加工是

肉品走上餐桌的关键环节，对保障畜产品安全具有

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应加强屠宰、加工企业的日

常监管。对畜禽屠宰要认真做好宰前宰后的检疫检

验工作，严禁检疫不合格畜禽进场屠宰，对检疫不

合格畜禽监督屠宰企业做好无害化处理，严厉打击

私屠滥宰及屠宰病死、注水畜禽等违法违规行为，

确保畜禽屠宰环节质量安全。对肉品加工要重点监

管原料肉进厂查验、食品添加剂使用、标签标识使

用等，查处采购未经检疫检验的畜禽产品和生产加

工不合格的肉制品及肉源掺假、超范围超限量使用

食品添加剂等违法违规行为。

2）包装、贮藏、运输环节的监管。严格选择合适

的畜禽产品包装、贮藏方法和运输方式，畜禽产品

包装应采用安全无毒性、无污染、易降解的包装材

料；畜禽产品的贮藏要保证有适宜的温度和湿度，

减少肉品腐败变质的机率，贮存场所环境应整洁卫

生，与有毒有害场所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

离；畜禽产品的运输和装卸器具要求做到安全无

害、无污染、符合卫生标准，并配备密封的运输工具

和必要的冷冻、冷藏设施设备，不得与其他有毒有

害物品混装混运。

3）销售环节的监管。强化畜禽产品市场准入管

理，监督入场销售者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畜禽产

品市场销售者要在柜台（摊位）明显位置摆放信息公

示牌，向消费者明示销售者信息、肉品产地来源、检

疫检验合格证明等信息，接受消费者实时监督，严防

未经检验和检验不合格畜禽产品流入市场，对经营

“注水肉”、“病害肉”的违规行为要严肃处理。

3 强化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1）加强宣传和行政执法工作。以提升畜产品质

量安全水平、维护公众健康与生命安全为目标，加

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动物防

疫法》、《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兽药管理

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和落实，定期不定期集中

开展畜产品质量安全行政执法专项整治行动，严肃

查处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事故，与相关企业签订畜

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书，针对不同经营主体发放相关

的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告知书》、《明白纸》等，大

力宣传普及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树立畜产品质量

安全的思想和意识，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2）积极开展三品一标认证。鼓励生产单位和个

人申请三品一标（无公害、绿色和有机产品及地理

标志）产地和产品认证，已经进行认证的畜产品，产

地应树立标示牌，标明范围、产品品种、责任人等，

以便于监督管理。同时，对已经认证的畜产品的生

产环节、过程和产品质量，建立抽检制度进行认真

检验，确保认证产品的公信力。

3）加强领导，落实责任。①建立健全组织机构。

县、乡镇应成立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协调好

本行政区域内的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为搞好服务

提供各种便利条件，提高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②

完善监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畜产品质量安全服务

体系，建立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将畜产

品质量安全工作列入政府目标管理责任进行重点

考核。同时，明确各相关部门职责，通过政府行为保

证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全部落实到位、到人；③加

大督查工作力度。各行政执法部门通力协作，齐抓

共管，形成合力。畜牧部门抓生产源头，工商部门抓

流通环节，质检部门负责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制

定，新闻部门搞好宣传等，使全社会形成安全食用

畜产品的保护网。同时县、乡镇各相关部门组成督

查组，定期不定期对各乡镇工作情况进行明查暗

访，随时发现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并及时进行

研究解决。

管理前沿10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