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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开始,国务院对食品安全监管机构职能

和责任分工进行了调整,原属于商务部的生猪定点

屠宰监管职责划入农业部,成立了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承担着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日常工

作。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三定方案”指出,
农业部门将是畜禽养殖和屠宰两大环节的监督主

体。以此为背景,笔者回顾南华县生猪定点屠宰检

疫监管发展历史,调研和分析生猪定点屠宰检疫监

管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1 监管现状

1.1 机构设立情况

南华县于1995年5月成立南华县城区生猪定

点检疫组,1997年7月成立南华县动物卫生监督

所,1996年10月成立南华县沙桥镇生猪定点屠宰

点,2012年5月楚雄安友畜牧业有限公司成立安友

屠宰场。各职能机构统一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实

行生猪定点屠宰,集中检疫,统一纳税,分散经营。

1.2 队伍建设情况

南华县在兽医管理体制改革完成后,按照南华

县编办批复县动物监督所13人以及10个乡镇监督

机构42人纳入官方兽医人员管理。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云南省

动物防疫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每个屠宰场(点)都
配有官方兽医检疫员。驻场检疫员具体承担进入屠

宰场的动物及动物产品的查证验物和检疫监管、监
督场方对屠宰场地进行消毒以及对染疫或疑似染疫

动物和检疫不合格动物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等

工作。

1.3 生猪生产情况

2013年,南华县切实加大畜牧科技推广力度,
农户养殖生猪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养殖规模不断扩

大。与此同时,2013年夏收粮食产量达30928t,同
比增长248.8%,为生猪养殖提供了饲料保障,全县

上半年生猪出栏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据统计,上
半年全县生猪出栏83640头,同比增长9.6%;肉类

总产量达10021t,同比增长9.3%。

1.4 生猪屠宰情况

目前,南 华 县 生 猪 定 点 屠 宰 场 年 屠 宰 生 猪

2.0万~2.5万头;安友屠宰场年屠宰生猪1500~
2000头;沙 桥 镇 生 猪 定 点 屠 宰 点 年 屠 宰 生 猪

2300~2500头;还有部分屠宰场零散分布在各乡

镇开展生猪屠宰工作。

1.5 检疫监管情况

2012年,南华县加强对养殖、加工、贮运、销售

等环节的执法监管,全面开展动物及其产品的产地

检疫和屠宰检疫工作。检疫生猪18515头、肉牛

607头、肉羊286只,检出病害猪68头,并将所有病

害猪进行了无害化处理;产地检疫生猪40778头、
鸡142710羽;处理案件9件,结案率100%。由于

监管的落实到位,没有出现食品安全事故。

2 主要措施

2.1 严格生猪入场检查

生猪进入屠宰场前,严格查检《动物检疫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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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畜禽标识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有效、证件

相符、畜禽标识符合要求、健康的生猪,方可入场待

宰;而证件不符、未持证、无畜禽标识、不健康的生猪

不得入场,并通知检疫申报点做好检疫记录,登记生

猪来源、数量、耳标号、畜主信息等,以便追根溯源。

2.2 加强生猪宰前检疫

生猪实行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后,首先要做好宰

前检疫工作。凡进入屠宰场的生猪,都要进行宰前

检疫,未经检疫者不得进行屠宰。宰前检疫应查证

验物,了解生猪是否来自非疫区、免疫是否在有效期

内、是否患病等,同时进行临床观察,必要时进行个

体检查。经宰前检疫合格的,签发准宰、急宰等意

见,并做好登记工作;发现有传染病的,应立即上报

疫情,并采取相应的紧急处理措施,防止疫情扩散。

2.3 把好宰后检疫关

通过宰前检疫,确认生猪健康方可屠宰;对屠宰

后的头、蹄、胴体、内脏及必检的淋巴结,采用刀、钩
等器械进行严格地检疫。对检疫合格的生猪产品,
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加盖检疫合格印章;同步

进行“瘦肉精”的抽检,并重点做好旋毛虫、囊虫的检

查。对检疫不合格的生猪产品,出具《动物检疫处理

通知单》;同时,监督病害产品的无害化处理,并做好

生物安全处理记录。

3 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南华县生猪定点屠宰现状进行调研及分

析,发现南华县生猪定点屠宰工作仍存在一定的

问题。

3.1 专业人才不足

从目前南华县生猪定点屠宰工作的实际情况

看,从事检验检疫的专业人员严重不足,加之检疫员

的工作量大,不能满足检疫要求。如2012年全县出

栏生猪306100头,而检验检疫人员仅有42人,人
年均检验检疫生猪7300头左右。然而,仅生猪一

个动物品种平均每人每天必须检验检疫20头,还有

牛、羊、禽等的检验检疫工作也都是由这支队伍来完

成。可见,面对这样的检验检疫工作量,较难确保检

验检疫的有效性。

3.2 设备较为落后

一是检验检疫设备落后。生猪屠宰检疫实质上

是运用动物卫生知识加以一定的专业设备对动物疫

病进行识别,专业性较强,而当前的驻场检疫员仅配

有刀、钩、显微镜等检疫工具,缺少必要的疾病快速

检测和检验检疫先进设备,较难顺利完成屠宰检疫

工作。二是屠宰设备落后。目前,城区屠宰场的机

械设备多数仍是20世纪80年代的生产线,大部分

屠宰场仅有屠宰挂钩,没有电子击晕设备等,增加了

屠宰应激,降低了猪肉品质。

3.3 工作经费缺乏

目前,由于检疫经费少和相关制度欠缺,驻场检

疫员的必须办公用品和防护用品落实还不到位,造
成检疫员工作责任心不强、难以开创工作新局面,检
验检疫达不到预定的效果。

4 建 议

4.1 加强专业人员培训

为了做好生猪定点屠宰的检验检疫民生工程,
必须定期对各级检验员进行法律和业务培训,强化

检疫人员的专业知识储备,提高其业务能力,增强其

工作责任心,调动其工作积极性,打造一支懂法律、
有技术、精通业务的动物检疫执法队伍。通过对检

验检疫人员进行专业的技术和技能培训,保证检疫

工作到位,确保猪肉产品安全。

4.2 完善屠宰检疫设备

积极争取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经费支持,为检验

检疫人员配备必要的检疫设备,提高检疫质量,切实

保障动物食品卫生安全。同时,在每个定点屠宰场

(特别是大型屠宰场)设立简易的动物化验室,加强

动物检疫硬件建设。

4.3 建立检疫追溯系统

县委、县政府应高度重视动物食品卫生安全,不
断增加投入支持动物检疫体系建设,并在全县各屠

宰场建立检疫追溯系统,实现县城及其附近大型屠

宰场、各乡镇检验站(点)统一联网,便于监管人员及

时查询,确保全县猪肉产品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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