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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饲料管理部门工作难点及对策

吴启平 李宏贵 李泽华 熊斌超

湖北省枝江市畜牧兽医局，湖北枝江 443200

摘要 新《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实施以来，饲料管理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也暴露了一些共性问题，

如饲料生产企业管理水平低、饲料市场经营秩序不规范、饲料使用环节管理薄弱、执法监管力度不够等，给食品

安全留下了一定的隐患，笔者以枝江市为例对饲料管理工作进行了调研，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为基层饲料

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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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5月 1日《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以来，按照《条例》第三条

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饲料、饲料添加

剂管理的部门（以下简称饲料管理部门），负责本行

政区域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监督管理工作。各县级

饲料管理部门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也暴露出一些共性的问题。为此，笔者以枝江市为

调研对象，对基层饲料管理工作状况进行了调查研

究，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设想，以便为相关管理部门

更好地做好饲料管理工作、保证农业投入品安全及

食品安全提供参考。

1 基层饲料管理工作的现状

1.1 枝江市养殖业基本概况

枝江市隶属于湖北省宜昌市，地处长江中游北

岸、江汉平原西缘，属三峡之末、荆江之首。东南部

平原，西北部丘岗，总面积 1 310.4 km2。全市辖 8

个镇、1 个街道办事处，198 个行政村，总人口为

49.61万人。枝江是我国重要的生猪调出大县（市）、

生猪良种补贴大县。2014年全市生猪出栏 128.6万

头，家禽出笼 1 400万羽，肉牛出栏 5.12万头，肉羊

出栏 4.2万只，畜牧业总产值 46亿元。水产面积

0.84万 hm2，水产品总量 8.2万 t，水产业总产值 31

亿元。枝江市畜牧水产养殖总量大，畜牧水产总产

值大，饲料投入量大。

2014年枝江市畜牧兽医局组织 6个工作专班

对全市 8个乡镇的饲料生产企业、经营门店、养殖

大户进行了调查摸底和监督检查。

1.2 全市饲料生产及经营状况

1）全市饲料生产企业发展状况。

枝江办理饲料生产许可证的饲料生产企业有

11家，其中停产和搬迁 2家，现正生产的 9家饲料

企业中有 3家生产配合饲料，其余 6家生产单一饲

料。枝江市是粮棉油生产大市，菜粕、棉粕的产量很

大，有 4家从事菜粕、棉粕的生产加工，全部集中在

七星台镇，1家用水产品加工的附属料生产鱼粉，1

家化工企业生产矿物质单一饲料。

2）全市饲料经营状况。

枝江共有饲料经营门店 414家，年销售饲料 40

万 t，销售的饲料品牌有 80 多个，主要来自于外省

的北京、湖南、河南、重庆，省内的有武汉、荆州、宜

昌等地。从市场占有率看，宜昌本地生产的饲料约

占市场份额的 20%，枝江市的 3家配合饲料厂以生

产鱼饲料为主，畜禽饲料的市场占有量极少。所以，

枝江市的饲料基本上是靠外地企业供给。为争夺市

场，多个饲料厂家采取了各种促销活动。用积极发

展的眼光来看，枝江市的饲料市场一片繁荣，生意

兴隆，为推动枝江市畜牧水产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也暴露出了饲料品质良莠不齐、掺杂使假，

有的甚至鱼目混珠、坑农害农。如此大的市场给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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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带来了很大压力。

1.3 饲料质量状况

2014年按照年度计划安排，枝江市共抽检了

32个品牌的饲料样品，经过检测，其中 4个样品的

营养指标不达标，1个卫生指标不合格，执法部门分

别对其进行了立案查处。从连续两年的抽检情况来

看，不达标的产品占抽检产品的 20%以上，饲料的

质量仍然不容乐观。

1.4 管理工作重点

2014年上半年枝江市在广大饲料生产、经营

者、使用者中宣传贯彻《条例》，并进行了饲料和饲

料添加剂专项整治行动，目标是从源头上解决动物

产品违禁物质残留问题，消除畜产品质量安全隐

患，促进饲料行业和畜禽养殖业健康发展。把无证

生产饲料、生产经营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饲料和

自配饲料销往市场的行为纳入整治的重点。通过一

系列声势浩大的专项整治活动，收到了预期效果。

2 基层饲料管理工作的难点

2.1 饲料生产企业管理水平低

枝江市的 3家配合饲料生产企业都是从小作

坊开始经过多次改造升级达到当前的规模。目前枝

江市最大的饲料生产企业年生产能力也仅有 6万 t，

和外地的大企业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管理水平也参

差不齐，如果严格按照《饲料生产企业质量安全管

理规范》要求，还有很多不达标的地方。加之近 1年

来养殖业进入养殖周期中最为低迷的 1个阶段，饲

料企业的销量下滑，利润下降，有的甚至亏损严重，

公司难以为继。畜牧业的严冬带来了饲料生产企业

一系列不可预见的问题，加深了这个行业的动荡和

风险。

2.2 饲料市场经营秩序不规范

1）饲料经营门店数量多。枝江现有 414家饲料

经营门店，呈现规模小、分布散、非专营、供货渠道

比较混乱等特点。缺乏有效的质量控制措施，经营

管理不规范。

2）购销记录不完整。经营者没有记录购销台账

的意识，难以进行流通追溯、查找假劣产品的源头。

3）一些产品标签和商品名不规范，随意夸大营

养或者治疗作用，误导消费者。比如酸化剂、防霉和

抗氧化类制剂、微生态制剂和酶制剂等。

4）饲料经营上普遍存在着赊销行为。被养殖户

视为“无息贷款”、“第二银行”。一大弊病就是使养

殖生产者盲目扩大生产规模，另一大弊病就是赊销

的饲料绝大多数质次价高，造成养殖动物营养缺乏、

病害频发，低质饲料不仅对养殖无益，而且有的厂家

违规添加铜、砷等重金属会成为新的污染源。

2.3 饲料使用环节管理比较薄弱

对于自配饲料的销售，在其违法行为的认定上

还存在法律上的不可操作性。现在县、乡镇的饲料

经销商大部分都配备有饲料混合机，农户拖来玉米

小麦稻谷等农产品配合浓缩料、预混料加工搅拌成

全价料，这种情况是《条例》所列的对外销售自配饲

料的行为。但是，长期形成的历史习惯在短时间内

还有市场，同时也方便了群众。所以，这就形成了在

执法过程中“法不责众”与法律条款相悖的问题。

2.4 执法监督管理力度不够

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基层县市饲料管理部门普

遍存在人力不足、经费不足、执法装备欠缺等问题。

要想把饲料市场彻底管理好，还需全盘考虑，重点

倾斜，拿出硬措施，彻底整治和规范饲料市场。

3 造成饲料行业困境的主要原因

3.1 农村养殖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

2005年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实施以来，湖北省乡

镇撤销了原服务于基层农业的“七站八所”。把乡镇

畜牧兽医站改制为“畜牧兽医服务中心”。“中心”属

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以钱养事”作为其工作内容及

经费来源。“中心”工作人员长期把精力放在动物防

疫和疫病诊疗上，养殖技术及动物营养等相关专业

知识没有得到重视。由于体制问题，“中心”在人才

引进上不能输入新鲜血液，这支技术服务与推广队

伍呈现年龄老化的趋势。因为人才、知识都得不到

更新，养殖户很难得到养殖技术以及饲料质量安全

使用方面的指导和服务，这种情况与现代畜禽水产

业的发展极不相适。饲料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诸多问

题也就在所难免。

3.2 生产企业对提高产品质量的认识不够

20世纪末我国畜牧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饲

料生产企业发展速度加快，但企业规模小，经济成

分复杂，技术和管理水平不高。21世纪初由于畜产

品产量相对过剩，价格持续低迷，饲料行业进入了

微利时代。为争夺饲料市场，一些饲料企业掺杂使

假降低成本，极大地扰乱了饲料市场秩序。一些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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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生产企业对提高产品质量、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

的责任认识不够。

3.3 农村养殖水平不高

枝江市经过近 10 年的生猪标准化规模化建

设，养殖水平在不断提高，养殖大户在逐年增多，但

是农村散养户还占一定的比重。低端的养殖模式往

往是低端饲料争夺的市场，也是一些非法饲料生产

企业投放假冒伪劣产品的市场。

3.4 落实行业标准难度大

2012年以后出台了一系列的行业标准，呈现井

喷的现象，学习宣传和执行有 1 个过程，并且各个

地方的执行程度也不一致。同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也缺少通用性强、权威性高的饲料添加剂和违禁药

物的检测方法，检测手段相对落后。虽然行业标准

化体系在不断建立健全，但是落实起来难度大。

3.5 饲料监管体制不畅

我国对饲料的管理实行分级管理的体制，而不

是垂直管理体制。即饲料管理部门是本级政府的一

个职能部门，接受当地政府领导，上下级饲料管理

部门之间存在业务上的指导关系，但没有领导与被

领导的关系。如宜昌市的饲料管理部门是宜昌市农

业局，枝江市的饲料管理部门设在畜牧兽医局，宜

昌市畜牧兽医局的年度工作计划没有饲料管理这

个项目，宜昌市农业局下发的文件直达枝江市农业

局，枝江市农业局和畜牧兽医局又没有业务指导关

系，工作计划和安排不能直接传达到县级饲料管理

部门，上下级之间形成了夹心层，不能顺利沟通。其

次，部门间的工作协调难度大，也不能得到执法资

源的共享。

4 搞好基层饲料管理工作的对策

4.1 理顺饲料管理体制，实行垂直管理体制

在中央大部制改革的背景下，统一把地方人民

政府饲料管理部门设在农业部门，畜牧、水产都在

农业的大范围里由大农业进行统筹，将改变上下不

衔接、政令不通的问题。但要在短时间内改变这个

体制不畅的问题，建议地区级的饲料管理部门设在

畜牧兽医局，饲料办作为畜牧兽医局下设的一个科

室，加强对县级饲料管理部门的指导与管理，县级

饲料管理办公室仍然设在畜牧兽医局。

4.2 强化饲料生产、经营、使用各个环节的监督管理

1）在饲料生产环节上，围绕完善企业的档案制

度，强化饲料生产企业的原料购入、生产过程、质量

控制、饲料包装、标签的执法检查，依法查处违法行

为和不合格产品。同时加大对无证生产、代加工、自

配料销售、非法添加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2）在饲料经营环节上，一是加强饲料经营门店

的监督检查，坚决查扣销售无生产许可证、无产品

批准文号、无产品标签的“三无”产品。二是实行饲

料备案制度，饲料经营门店所销售的饲料品牌必须

每年到饲料管理部门进行备案。三是组织开展饲料

经营门店大检查。重点清查拆包分装行为，督促建

立健全购销台账和各项制度。四是对于农村饲料经

营门店对外提供自配料问题，要从实际出发研究制

定操作性强的管理办法。

3）在饲料使用环节上，加强养殖档案监管，重

点检查养殖场（户、小区）是否规范记录养殖档案，

是否有规范的饲料及其饲料原料进货使用记录。

4.3 做好质量监测检验工作

饲料质量的好坏不是凭借肉眼能简单判定的，

必须在国家认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检测机构进行

化验。要制定饲料长期检测方案，纳入年度工作计

划，把饲料监测检验作为饲料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

和措施。对于检测合格的要及时向社会公布信息，

不合格的按照《条例》的要求进行行政处罚，保障使

用者的合法权益。

4.4 部门配合，加大案件的查处力度

一般县市区的“饲料办”设在市畜牧兽医局，市

畜牧兽医局将饲料的执法工作委托给市动物卫生

监督局。市动物卫生监督局要加大饲料案件的查处

力度，对饲料质量安全问题突出的乡镇要加大跟踪

督查力度。要建立大案、要案督办以及案件查办结果

通报制度。在执法办案的过程中必须要加强部门配

合，整体联动，统一协调，从重从严打击违法行为。

4.5 加大执法投入

编委、财政部门应该在人、财、物方面给予充分

保障，让执法人员有充足的经费开展执法活动，确

保执法力度，监管到位。

4.6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

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法律法规的宣传，发挥社

会、舆论、媒体方面的监督作用、宣传作用，增强人

们的守法意识和辨别能力，增强经营者、使用者的

自觉性，让饲料质量安全警钟长鸣，创造一个良好

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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