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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畜产品质量安全攸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强化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防范风险隐患，是维护公众消费

安全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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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产品质量安全攸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推进

监管能力和制度机制建设，明确生产经营主体责

任，强化源头治理和执法监管，推行标准化生产和

全程控制，是维护公众消费安全的重要措施。

1 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抓好各

项专项治理

1）开展“瘦肉精”专项治理。对饲料生产、养殖

饲喂、收购贩运、畜禽屠宰等环节进行专项治理，落

实生产承诺和出栏保证制度，生猪、肉牛、肉羊出栏

时同步开展“瘦肉精”检测，加强定点屠宰企业落实

“瘦肉精”自检制度的监督检查，以高压态势，严厉

打击、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2）开展兽药、饲料专项治理。严格实施兽药、饲

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质量安全管理规范，加强饲料

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强化投入品生产源头监管，推行

非法生产企业“黑名单”制度，查处兽药非法添加隐

性成分、未按规定销售和使用兽用处方药、超剂量超

范围使用抗菌药、不执行休药期等违法违规行为。

3）开展生鲜乳专项治理。加强原料奶的监督检

查，强化生鲜乳收购站和运输车辆监管，加大对抗生

素、重金属和有毒有害物质的抽检力度，严厉打击原

料奶生产、收购和运输过程中各类违法添加行为。

4）开展畜禽屠宰专项治理。严格畜禽定点屠宰

管理，落实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监管责任，严厉打

击私屠滥宰、注水或注入其他物质、销售和屠宰病

死畜禽违法犯罪行为。

2 强化例行监测，防范畜产品风险隐患

开展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严格采样规

范，做好监测结果分析，发现问题及时跟进，依法溯

源，严厉查处，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得到有效控制。

3 大力推进标准化生产，保障源头安全

1）强化生产过程控制。加强畜产品生产技术指

导，强化对畜产品生产全过程质量安全督导巡查和

检验监测，大力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养

殖专业合作社及家庭牧场建设，培育优质安全畜产

品品牌，推动畜产品规模化生产和品牌化经营，提

高产地畜产品标准化生产水平。

2）推进“无公害畜产品”产地认定、产品认证工

作。将无公害畜产品认证工作作为畜产品质量安全

工作的重要任务，实施认证企业登记备案制度和退

出机制，强化品牌创建和培育，维护好“三品一标”的

品牌信誉。注重质量和数量并重、注重规范管理和质

量监督、注重证后监管和标志使用管理、注重责任落

实和责任追究，用品牌引领消费，用质量带动信誉。

4 深入推进追溯管理，推动体系建设

1）加强养殖档案管理。督促养殖从业者依法建

立养殖档案，如实记录养殖档案中的各项内容，做

到质量可追溯。

2）加强产地准出管理。建立畜产品产地安全证

明制度，全面落实生产经营者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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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追溯信息化建设。建立覆盖市、县、乡三

级的畜产品质量追溯公共信息平台，实现畜产品生

产、收购、贮藏、运输全环节可追溯。

5 加强制度机制建设，提升监管能力

1）加强属地管理和责任追究。将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职责细化，落实属地监管责任，严格监督检

查，强化全过程监管。

2）加强监管能力建设。推进乡镇监管服务机构

标准化建设和规范化运行，充实监管人员，改善监

管条件，增强法治思维，履行法定职责，提升执法监

管能力。

摘要 实施动物免疫申报制度，可以减少动物免疫时间和工作量，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动物防疫工作，有利

于动物防疫基础性工作的开展，有利于动物防疫措施的落实，有利于动物防疫监管的实施，是一种便捷、及时、免

疫效果好的动物免疫制度。本文就动物免疫申报制度的建立与实施提出笔者的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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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动物免疫申报制度，有利于动物防疫基础

性工作的开展，有利于动物防疫措施的落实，有利

于动物防疫监管的实施，是一种便捷、及时、免疫效

果好的动物免疫制度。养殖户如何建立动物免疫制

度，如何进行动物免疫申报，是各级政府及兽医主

管部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此，笔者对动物免疫

申报制度的建立与实施提出一些粗浅看法。

1 动物免疫申报的内容

1）散养户申报的内容。散养户主要是指动物饲

养量小，依靠乡村动物防疫工作人员实施动物免疫

的养殖户。动物免疫申报内容主要有畜主姓名、畜

主住址、联系电话、申报时间、动物种类、动物日龄、

动物数量、饲养状况、畜禽健康情况、需要免疫的疫

苗名称等。有时还需约定动物防疫员上门实施动物

免疫接种的具体日期，以便畜主在家等待。

2）养殖场申报的内容。包括免疫前申报和免疫

后申报，养殖场需填写免疫申报表。免疫前申报内

容主要有养殖场名称、畜主或法人姓名、场址、饲养

品种、饲养规模、年出栏量、防疫方式（自主免疫或

乡镇动物防疫站代免）等，要求猪常年存栏 50头以

上，肉牛存栏 20头以上，羊存栏 30头以上，蛋禽存

笼 500羽以上，肉鸡或肉鸭存笼 1 000羽以上的养

殖户均按养殖场方式申报。免疫后申报的内容主要

有养殖场名称、畜主或法人姓名、场址、饲养品种、

现存栏（笼）、累计出栏（笼）、防疫方式、本次免疫数

量及疫苗种类等。

2 免疫申报制度的建立

1）推行程序化免疫制度。政府及兽医主管部门

必须取消春秋集中动物免疫制度，在辖区内大力推

行动物程序化免疫制度。根据当地疫病流行状况和

动物防疫工作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动物免疫程

序，并在辖区内推广使用，促使动物免疫常态化，经

常化，保证动物免疫密度和免疫质量。散养户根据

免疫申报情况每 10～15 d一个轮回，每次免疫接

种 1种疫苗。养殖场应结合本场情况制定适合该场

的动物免疫程序，严格执行动物免疫程序，并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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