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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保障畜牧业安全生产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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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畜禽产品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瘦

肉精”、“三聚氰胺”、“抗生素残留”等事件都对我国

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何保障

畜禽产品安全，实现畜禽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已

成为畜牧工作者面临的科学难题。湘村高科农业股

份有限公司依托国家级新品种———湘村黑猪的资

源优势，按现代化农业发展理念，对湘村黑猪实施

产业化开发。在产业组织过程中，通过严格控制各

生产环节，以确保向市场供应安全、健康、优质产

品，从而打造地方特色优势品牌。目前，该公司已成

功开辟了湘村黑猪品牌专卖、生鲜超市、宾馆酒楼

等三大市场，在全国部分一线城市和其他大中城市

共建立了湘村黑猪专卖店 2 000余个，2013年销售

收入超过 2.5亿，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并树立了

良好的品牌形象。现结合湘村黑猪产业发展，提供

一些对策供畜牧同行参考。

1 强化畜牧业安全生产意识

首先要加强法律法规宣传，促使畜禽养殖者、

经营者依法组织生产经营。提高人们的食品安全意

识，特别是要提高养殖生产管理者的食品安全意

识。养殖生产管理者是畜禽食品生产的主体，加强

对他们的教育培训，引导他们生产安全食品，即从

源头上把住食品安全关。然后要加大对危害产品质

量安全行为的打击力度，保护依法生产经营者、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最后畜牧工作者要自觉深入学

习，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动物防疫

法》、《兽药管理条例》、《食品安全法》、《农产品安全

法》、《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

规，只有使畜牧工作者自身具备了这些法律法规知

识，才能积极地规范畜禽产品安全生产和经营管理。

湘村黑猪产业从业者，必须参加由湘村高科农

业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岗前学习，经过一段时间的

养殖专业知识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培训，并经考

核合格，方可上岗，真正做到了让每个湘村黑猪从

业者都具有很强的安全生产意识。

2 保护和利用好地方畜禽遗传资源，
确保种源安全

我国集约化生产的动物品种主要依赖进口的

国外品种，中国动物品种市场也已经成为发达国家

动物品种的“万国博览会”。引进国外动物品种持续

引领我国养殖生产潮流，由于生产导向的超强作

用，品种的单一性和杂交体系建设的不完善性致使

品种间和品种内的遗传差异逐渐缩小，表现为生长

快、饲料转化率高等优点，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

一是畜禽肉品质的下降，特别是肌内脂肪含量的下

降，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优质安

全风味肉的需求也日益高涨，加快优质安全养殖产

业化生产已成为我国畜牧业的发展趋势；二是随着

对动物商业化生产性能的选择程度越来越高，动物

整体适应性和抗病能力大大降低，这些问题也是当

今困扰畜牧业生产的首要问题。

而我国动物地方品种不仅种类繁多，而且种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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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好；经过长期驯养和选育，地方品种大都具备

肉质好、繁殖力高、抗逆性强、耐粗饲等特点；湘村

黑猪就是以湖南地方品种桃源黑猪为母本、杜洛克

猪为父本，通过杂交合成、横交固定和 6个世代继

代选育而成，2012年 8月，农业部第 1827号公告正

式认定为国家级新品种 [（农 01）新品种证字第 20

号]，具有产仔率高，肌内脂肪含量高、瘦肉率高、生

长快、肉质口感极佳等独特性状。在湘村黑猪养殖

生产中，体现了地方猪种极强的抗逆性及耐粗饲等

优点，很少发生疾病，整个饲养周期内均不需添加

抗生素等保健治疗药物，这从根本上确保了猪肉质

量安全。

3 加快发展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确
保生产安全

加快推进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有利于增强畜

牧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畜禽产品供给安全；有利

于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水平；有利于有效控制动物

疾病，降低疫病风险；有利于从源头上对产品质量

安全进行控制，提升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有利

于畜禽粪污的集中有效处理和资源利用，实现畜牧

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湘村高科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现有国家级生猪标准化示范场 2个，还有 3个在

建的生猪养殖场均按照国家畜禽标准化要求进行

建设。

4 加强动物防疫体系建设，确保供给
安全

动物疫病的发生严重影响养殖生产，往往导致

畜禽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只有切实做好防疫工

作，才能保证养殖业的安全、健康发展。养殖生产中

应以“预防为主、养防结合”的方针，推行“自繁自

养、全进全出”的生产方式，建立严格的防疫规章制

度，规范养殖生产技术操作规程，切实做好养殖环

境、畜舍的清洁卫生及消毒工作，定期杀虫、灭鼠，

切断传染源，消灭病原体，加强科学饲养管理，增强

动物的抵抗力，保证生产顺利进行。

5 建立畜禽产品信息可追溯机制，强
化安全责任

提高畜禽产品安全与卫生质量，增强市场竞争

力，已成为制约现代养殖业发展的关键。借鉴发达

国家的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经验，如何构建一套

适合企业自身的可追溯管理机制值得思考。可追溯

管理机制的实施，将是涉及多部门、多行业和多学

科的系统工程，进而，从动物及动物产品的生产源

头抓起，在各个环节明确责任，各司其职，以确保动

物与人类公共健康的协调发展。

湘村黑猪产业实行了严格的产品可追溯机制，

主要包括动物信息档案、动物标识、中央数据库及

信息传递系统等基本要素。其中信息档案是反映动

物来源、出生时间、生产性能、免疫接种、兽药和饲

料使用情况、消毒隔离、休药期、出栏、屠宰、检疫检

验、销售等原始数据，对没有有效免疫标识的湘村

黑猪一律不准上市；有了有效标识，当出现问题时，

将按标识号码查找相关信息，分析原因，追究有关

责任；在事故发生时，迅速启动预警系统，鉴定和显

示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并根据导致危害的性质对其

监测、追踪和处理。对问题产品进行有效追踪和溯

源，适时封存处理问题产品。实践证明，在湘村黑猪

产业发展中全面实行信息可追溯机制，确保了湘村黑

猪产品的质量安全，提高了湘村黑猪产品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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