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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总结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主要做法：资金补贴机制到位，建立网格化管理、加强舆论监督作用，

严格申报机制、监管责任到位，多部门出动、与保险公司联手。提出了远程监控，全程记录；争取资金，引进新设备；严厉

打击经营病死畜禽行为；无害化处理设施应先筹建，再进行引种等建议。真正实行病死动物处理的无害化和生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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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养殖业快速发展，病死动物数量

也在迅速上升，畜产品的安全隐患问题日益突出，

为了更好地防控重大动物疫病，保障畜禽产品质量

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在落实《山西省生猪规模化

养殖场无害化处理补助工作实施方案》基础上，进

一步扩大病畜无害化补偿范围，提高补偿标准，山

西省永济市制定下发《永济市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

疫过敏死亡补偿办法》，对重大疫病强制免疫过敏

死亡的动物进行补助。

1 主要措施

1）资金补贴机制到位。在认真落实《山西省生猪

规模化无害化处理补助工作实施方案》的基础上，市

政府申请进一步扩大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补助范围，

对春秋两季集中预防时间内发生、属于强制免疫病种

范围的，在 24 h内出现过敏死亡的，列入补偿范围。

集中防疫期间确定是免疫副反应发生造成病畜禽死

亡、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也进行补助。2016年 1月至

2017年 2月，永济市生猪养殖环节补贴资金已达 50

余万元，全部打入无害化处理人的个人账户。

2）建立网格化管理，加强舆论监督作用。永济

市有 265个行政村，每个村配备 1名村级防疫员，

防疫员负责本辖区养殖场和散养户的巡查工作，包

括养殖场的饲养量、是否健康、有无违禁药物添加、

病死动物有无乱丢弃现象等，宣传法律、法规等。乡

镇畜牧兽医站人员对所辖乡镇的村进行包片，督促

村级防疫员真正把工作做好。市站人员再包乡镇，

每个规模养殖场都有公示牌，牌子上都有包片领

导、乡镇包片人员及包村防疫员的姓名、电话等。

加强对病死动物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宣传工作，

增强养殖场业主对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责任意

识，规范业主无害化处理行为。充分利用电视、网络

媒体、政府网站、集会宣传、科技下乡、举办培训班

等多种方式进行宣传，通过各种渠道向群众宣传病

死畜禽的危害及其无害化处理的重要性，营造良好

社会氛围，构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和监管“群防

群控”的有效方法。真正让养殖户和贩运户都明确

“从事畜禽饲养、屠宰、经营、运输的单位和个人是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第一责任人”，有对病死畜

禽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向当地兽医部门报告畜

禽死亡和处理的义务。利用村镇集会宣传活动 23

次，发放宣传材料 6万余份，粉刷标语 56 条，通过

以上宣传，真正让养殖户及贩运户了解病死动物无

害化处理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

3）严格申报机制，监管责任到位。为认真落实

无害化处理监管工作制度，养殖场（小区）发现病死

畜禽时，要及时通知各乡镇畜牧兽医中心站和动物

卫生监督所。要求监管人员对病死畜禽现场核查确

认后，监督业主对病死畜禽以国家允许的无害化处

理方式予以销毁。动物卫生监督所接到报告后，通

知要派 2 名以上的官方兽医和 1 名财政所人员到

达现场，监督畜主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填写规模化

养殖场（小区）养殖环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登记

表，并由养殖场（小区）负责人、官方兽医及财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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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三方签字确认上报。并由养殖户保存相关的资

料图片及视频，畜牧兽医站的官方兽医和财政所人

员在《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养殖环节病死畜禽无害

化处理情况登记表》上签字，由兽医站长进行审核，

方可进行上报。每月底，养殖户把自己养殖场本月

无害化处理数据及图片资料报市站再进行审核。畜

牧兽医发展中心依据规模化养殖场（小区）上报的

数据进行审核汇总，登记造册，形成县级规模化养

殖场（小区）养殖环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情况统

计表，每月 1日前，会同同级财政部门登记后进行

上报。当补助资金下来后，养殖户的无害化处理数

量在政府的门户网站上公示，公示无异议后，补贴

资金才能打到养殖户的个人账户。

对动物接种疫苗 24 h内出现过敏反应，严格按

照畜主报告，村级防疫员接到报告，再报所辖畜牧兽

医中心站、市畜牧兽医中心，逐级上报，各兽医中心官

方兽医要及时开展情况调查和死因诊断，填写《永济

市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过敏死亡情况调查和死因

诊断表》，督促做好无害化处理工作，畜主保存相关资

料，由畜主、村委会、镇政府、兽医站逐级上报到市局

畜牧兽医领导小组，鉴定认定。在春秋防疫结束后，由

市畜牧兽医发展中心统一负责审核并支付补偿。

4）多部门出动，与保险公司联手。从 2015年 4

月开始，为推进永济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

降低养殖业风险，规范养殖业保险服务，促进养殖

业健康稳定发展，按照“联合推动、商业运作、风险

可控、实现双赢”的原则，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对永济市饲养的奶牛和存栏 30头以上能繁母

猪进行了投保。2017年投保奶牛 780头，能繁母猪

达 2 896头。保险公司接到养殖场病死畜禽死亡报

告后，与动监部门勘验员一起到现场进行勘验，确

保病死畜禽是在保险期内的病死畜禽才能进行理

赔，并在动监人员和保险公司人员的共同监督下对

动物进行无害化处理。由保险公司人员保存相关的

视频、资料、图片，然后报上级部门审核，审核通过

后，由保险公司将理赔款直接打到养殖户的账号

上。投保的动物自投保以来，共对 156头能繁母猪、

6头奶牛进行保险理赔，理赔金额达 18万余元。

2 建 议

1）远程监控，全程记录。一次性处理 20头以上

的养殖场（户）必须向市站报告，市站派出 2名官方

兽医去现场协助乡镇人员监督养殖场（户）做好无

害化处理工作。对年出栏 5 000头以上的养殖大户

必须安装监控设备，无害化处理的全程可以在市站

的电脑上看到同步视频资料。每次做无害化处理

时，要及时通知市站人员、乡镇官方兽医和财政所

人员，乡镇官方兽医和财政所人员到达现场监督无

害化处理，市站人员通过观察视频资料及时发现问

题，并对养殖场（户）做进一步指导。

2）争取资金，引进新设备，促进永济市无害化

处理工作再上新台阶。2016年争取到扶持资金 100

万元，用于建设永济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体系、

建设治理病死畜禽乱扔对环境的污染，防止疾病传

播，杜绝加工、贩卖病死畜禽违法行为，保障畜牧业

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共卫生安全。

3）严厉打击经营病死猪行为。对发现、经营病

死猪的贩运户，建立“黑名单”，进入“黑名单”的人

员 5年内不得从事生猪贩运工作，并在政府网站上

公布。

4）无害化处理设施应先筹建，再进行引种。随

着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一些项目上得很

快，但与之养殖量相适应的配套无害化设施完善很

慢，有的养殖场引种特别快，盲目地追求项目进度，

仔猪频繁的调运，但防疫设施不健全，引起仔猪到

新环境的不适应，因而伤亡很大。无害化处理设施

不完善只能采用最简单粗糙的深埋方式处理。按照

《病死动物及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要求，无

害化处理场所的选址应当远离学校、村庄、居民区、

动物饲养场和屠宰场所等地区，必须距公路 1 000 m

以外的地方，而且挖坑、焚烧、掩埋、消毒都有严格

的具体标准。如果处理方式不符合规范，对动物饲

养场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病死动物尸体的无害化处理工作是控制疫病、

稳定和保障养殖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强化主体

责任，加强基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能力建设，建立

健全无害化处理与保险联动机制，大力开展宣传教

育，加大养殖户的培训力度，增强其法律意识和环

保意识。病死动物的无害化处理，不仅要消除传染

源，还要遏制住病源传播，这样才能保证养殖环节

的健康运行，真正实行病死动物处理的无害化和生

态化，保障永济市动物源性食品的安全和畜牧业的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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