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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扶持贫困户发展养殖业，尽早脱贫，费尽心思

选项目，多渠道筹集资金，精心安排，所引入的二元

母猪、德系西门塔尔母牛、云岭黑山羊都是经剑川

县委县政府安排相关部门到生产地实地考察后选

定的优良品种，按 2015-2016年养殖业市场行情，

只要饲养管理好，能在 2年内产仔，多数农户 3 年

内完全可以脱贫。事实证明，勤劳的扶贫养殖户因为

养殖了扶贫母猪，1年靠卖仔猪，纯收入超过 2万元；

而懒惰的养殖户则在当年就把扶贫猪、羊杀吃了，

或把牛变卖了。据调查这一现象在云南畜牧扶贫过

程中是比较普遍的问题和难题，此类人只靠“扶项

目”是不行的，还得“扶思想”。

2）辐射作用。剑川县的畜牧扶贫除老君山镇外，

全县扶贫养殖乡镇还很多，通过持续不断的项目实

施中的动物防疫监督，实施的扶贫养殖项目中没有

出现动物防疫问题，确保了扶贫养殖项目的顺利实

施，使扶贫养殖项目年年有成效，为扶贫攻坚工作

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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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消除监管盲区，提高监管效率；认真落实日常执法监督制度，完善风险分级、量化管理机制；健全网格化监管

责任机制，划片分区、责任到人。有力地推进了畜牧兽医事业的法制化进程，促进畜牧兽医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关键词 畜牧；综合执法；监督制度；质量安全

提高畜牧综合执法的措施

和小娥

河南省郑州市动物卫生监督所，郑州 450000

收稿日期：2018-01-12

和小娥，女，1983年生，硕士，中级兽医师。

1 进一步规范执法监督

1）加强日常监管。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

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皆可为，认真梳理责任清

单、权力清单、负面清单，依法全面履职尽责，做好

日常监管工作。尤其要强化对种畜禽饲养、动物防

疫条件、防疫、饲料、兽药、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屠

宰、动物诊疗、生鲜乳等重点环节、重点场所的监

督。加强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监管，对从事

与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有关的研究、教学、检

测、诊断等活动的实验室进行调查摸底，纳入监管

范围，依法监管。

2）加强监管对象普查登记。按照《河南省畜牧

兽医行政执法监管对象信息登记制度》要求，完成

各类监管对象的信息登记和数据上传，及时更新、

动态管理，并加强对上传系统的监管信息分析运

用，全面使用畜牧兽医执法监管系统，凡未进入执

法监管系统的监管对象，一律不得享受国家相关的

政策和项目支持。

3）加强监督巡查。认真落实《河南省畜牧大型

龙头企业监督巡查办法》，突出抓好产业集群、大型

龙头企业监管，完善县级属地管理和省、市两级监

督巡查联动机制，加大力度，随机抽选企业，进行全

方位、全链条、全过程监督。

4）健全黑红榜。严格执行涉牧企业黑名单管理

制度，持续抓好涉牧企业“黑名单”管理，加大惩戒

力度。制定涉牧企业“光荣榜”制度，逐步建立涉牧

企业征信体系。

2 进一步严格执法办案

1）加大办案力度。坚持有案必立，立案必查，查

案必果的原则，创新案件查办机制，加大办案力度，

提高办案效率，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拓宽案件

来源，建立完善网上案件举报平台，畅通举报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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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河南省畜牧兽医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

法》，及时兑付奖励资金，鼓励群众举报。强化案件

督办，健全台账式管理制度，对督办的案件责任到

人，一督到底，不办结不销账。对办案不力的地方现

场督办，发现执法机构或人员违法违规行为，严肃

问责。

2）提高办案质量。严格依法办案，严格落实规

范行政处罚裁量权相关规定，制定《办案操作手

册》，推进办案标准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全面启用

河南省畜牧兽医执法案件管理系统，各地要在结案

后 3 d 内将案卷上传管理系统。加大案件评查力

度，对上传系统的案件，县级全面审查，市级按照不

低于 50%的数量进行抽查，省级随机抽查，发现问

题要提出审查意见，及时反馈整改，着力提高办案

质量。

3）完善办案机制。界定办案范围，原则上以县

级查办为主，省级重点查办大案要案，市级重点查

办较大案件、跨区域案件和省级交办的案件。进一

步健全检打联动机制，形成执法合力。健全行政执

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充分利用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信息共享平台，坚决克服有案不移、以罚代刑

现象，实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无缝对接。

4）严格落实责任。按照《行政处罚法》、《行政强

制法》等法律法规和《河南省畜牧兽医行政执法过

错责任追究办法》规定，进一步严格执法办案责任

制和责任追究制，加强执法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

活动的干预，防止和克服保护主义，对违法违规行

为严肃追究责任。

3 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

1）强化培训教育。认真落实培训制度，抓好畜

牧兽医专业知识、相关法律法规培训，建立网络培

训学院，创新培训方式，加大培训力度，提高队伍的

综合素质。注重对考试结果运用，对年度内 1次考

试不合格的人员限制执法行为，不能担任案件主办

人；对年度 2次考试均不合格人员建议将其调离执

法岗位。

2）严格整风肃纪。认真执行农业部“六条禁令”

和河南省畜牧兽医行政执法工作的一系列制度规

范。严抓政风行风，开展“纪律作风大整顿”活动，组

织好“群众满意基层站所”创建活动。加强警示教

育，强化稽查，按照《河南省畜牧兽医行政执法稽查

工作制度》等规定，采取暗访、抽查等方式狠抓内部

稽查，规范执法行为，加强绩效评估，坚决纠正不作

为、乱作为，坚决惩处失职、渎职。对素质不高、能力

不强的执法人员坚决调离执法岗位。

3）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强行政执法资格

考核管理，做好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官方兽医资

格确认工作。严格实行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

理制度，无证人员不得从事执法活动。完善执法程

序，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明确具体操作流程，

制定畜牧兽医行政执法规范用语，严格执行河南省

畜牧兽医执法礼仪规范等制度；严格执行重大执法

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严格执行行政处罚裁量标准。

4）建立激励机制。积极创造条件，逐步构建执

法激励机制。对工作成绩突出、查办大案要案有功

的人员，在评先评优、职称评聘、提拔任用等方面，

给予优先。同时，积极开展执法队伍文化建设，开展

军训、征文比赛、演讲比赛、“十佳”执法人员评选等

活动，传播正能量，着力打造一支政治硬、作风正、

业务精、纪律严的执法队伍。

4 小 结

畜牧兽医综合行政执法，将使执法力量更集中、

精干和强化，执法主体更加明确，执法效能显著提

高，有效地克服过去手段落后、力量分散、力度不大

的状况，有效地清除危害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的不利

因素，切实保障畜禽产品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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