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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重庆市畜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行阐述，分析了工业化思路推进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原因和发

展策略，并提出加强组织领导、加大政策扶持和优化金融服务等保障措施，共同推动现代畜牧业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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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活力”是现代

畜牧业发展的核心与目标，转型升级是实现这一目

标的最佳途径。重庆市当前畜牧业产业化水平不

高、科技含量不足、组织化程度偏低、投入相对有

限。因此，重庆在“十三五”期间应快速转变工作思

路，跳出“就畜牧业抓畜牧业、就生产抓生产、就技

术抓技术”的传统畜牧业发展思维定式，应根据“五

大功能区”发展定位，进一步解放思想，针对各地具

体情况，发挥资源优势，突出市场导向，用工业化思

路发展现代畜牧业，用城市化的理念经营现代畜牧

业，用外向化的策略推进现代畜牧业。

1 用工业化思路推进现代畜牧业发

展的必要性

1）是转化畜牧生产方式的需要。畜牧业的主要

任务是保障畜产品有效供给安全和增加农民稳定

收入，而为了实现农民增收、畜牧业增效、农村增活

力的主要措施就是发展现代畜牧业。在重庆市畜牧

业生产方式转化的关键时期，摆脱传统畜牧业发展

的约束，须用工业化思路推进重庆市畜牧业提档升

级，把工业化的管理理念、营销手段、组织方式、科

学技术引入畜牧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推动畜牧业

企业化管理、规模化生产和集约化经营，推动畜牧

业发展方式、经营方式和组织制度等进行重大创

新。

2）是解决畜牧业“短板”问题的需要。与其他先

进省市相比，畜牧业现代化是重庆市畜牧业发展的

“短板”，重庆市现代畜牧业特点不突出，不管是在

畜牧业生产效率、市场竞争能力，还是在畜牧业外

向度等方面都不够高。须用工业化发展思路破除传

统畜牧业发展理念，按照现代企业管理方式，加大

工业化改造力度，用产业化经营、工厂化生产、市场

化营销、社会化服务的方式来发展畜牧业，使一二

三产业有机融合发展，全面提高畜牧业综合效益。

3）是提高农民稳定收入的需要。重庆是大城市、

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并存的特殊直辖市，畜牧业

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是特殊的市情制约

着全市畜牧业经济健康发展。须用工业化发展思路

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增加农民工资性

收入，相应增加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加速畜牧业

内部结构调整，增加畜牧业收入；推进农村劳动力

向非农产业转移也有利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行动，

对推进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建设进程具有积极

意义。

4）是提升畜牧业产出效益的需要。重庆市拥有

荣昌猪、大足黑山羊、四川白鹅等一大批畜牧业特

色产业和特色产品，由于传统的发展思路和经营理

念未能深入挖掘和产业开发。须用工业化发展思路

在经营理念、技术、规模、资金等方面，整合市场力

量，提高产业准入条件，推进畜牧业产业化经营、区

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专业化服务，摆脱低水平徘

徊的窘境，发展设施化、工厂化的畜牧业，尽量减少

自然因素对畜牧业生产的影响，促使特色产业成为

优势产业，促使特色产品成为知名品牌，提高畜牧

管理前沿 97窑 窑



养殖与饲料 2018年第 3期

业资源利用率和畜牧业产出效益。

2 工业化思路推进现代畜牧业发展

策略

1）以工业发展理念为指导，大力发展畜牧业龙

头企业。现代畜牧业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在新的形

势下跳出畜牧业抓畜牧业，用先进现代工业理念、

崭新的管理理念指导畜牧业，推进畜牧业的工业

化。要像办工业企业一样办畜牧业企业，将先进的

工业思维、技术和装备“内置”于畜牧业，走新型工

业化道路，以体制创新、管理创新、科技自主创新和

经济效益为中心，加强产、学、研、推合作发展，积极

培育一批规模大、水平高、带动强的大型龙头企业。

2）以工业组织形式为范本，大力发展畜牧业合

作组织。现代畜牧业是市场畜牧业，应参照现行的

工业化组织形式来经营畜牧业，核心是促进畜牧业

产业化和农民组织化，增加畜牧业主体创造力。引

进工业理念改造畜牧业，在经营的产业化、主体的

企业化和产品的品牌化上下功夫，全面培育农民专

业合作组织等新型经济合作组织。大力培育畜牧业

中介组织，精心培养农民企业家、农村经纪人等各

类农村能人和带头人，充分发挥农村专业合作组织

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将各

个经济主体的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加强产销对接和

市场升级，鼓励发展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

务、农超对接等新型业态，推进合作化营销，以共同

主体外拓市场、内挖潜力，提高农民的市场谈判地

位和畜牧业综合效益，实现双赢或多赢局面。

3）以优质特色产品为目标，加快实施基地化生

产。按照资源优势、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的原则，引

导主导产品和传统优势产业向优势产区集中，支持

基础好、资金多、带动强的优势产业基地培育，提升

基地生产档次、产业化水平和畜产品质量，推进标

准化生产。要像建工业园区一样建畜牧业园区，各

地应根据实际情况和资源优势，大力度引进现代畜

牧业特色产业园项目，尽快形成“一县一特、一镇一

品、规模连片”布局。

4）以先进科学技术为动力，引领畜牧业科技创

新。当前，重庆市总体上已进入加快改造传统畜牧

业、走畜牧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期，推进畜牧业

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态环境、加速畜牧

业产业化与现代化进程，最终要依靠畜牧业科技的

进步与创新。以解决重庆市农民素质偏低、畜牧业

科技化成果转化率、普及率偏低为基础，以增强重

庆市畜牧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畜牧业设

施化、信息化、生态化、效益化为目的，提高“三农”

工作力度，加强农民培训深度，不断推动科技进步，

不断加强科技创新和应用研究，使畜牧业发展切实

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

5）以重庆区域划分为基础，寻找适宜畜牧业发

展模式。用工业化的思路发展现代畜牧业必须结合

重庆市具体情况，寻求适宜的畜牧业发展模式，因

地制宜地发展现代畜牧业。一是渝西地区，应发展

“都市型”现代畜牧业，应与城市化进程相结合，以

畜牧业园区建设为切入点，建设各具特色的观光畜

牧业、休闲畜牧业、工厂化畜牧业、物理畜牧业等模

式，积极展示市内外优质农牧品种和现代畜牧业科

技；二是三峡库区和武隆山区，应发展“农牧有机结

合型”现代畜牧业或“外向型”现代化畜牧业，该区

域各类资源都比较丰富，一直是重庆市主要畜产品

生产基地，但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相对紧张，应充分

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大力发展绿色畜牧业、特色畜

牧业、立体畜牧业、订单畜牧业等模式，大力发展绿

色和有机畜产品生产。

3 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重庆市现代畜牧业发展应实

行区县（自治县）负责制，区县党委、政府主要负责

人要亲自抓，制定规划，明确目标，落实责任分工。

市农委负责全市现代畜牧业发展的统筹、规划、协

调组织和具体实施，市政府相关部门要结合各自职

能全力支持配合，及时研究解决现代畜牧业发展进

程中的重大问题。对现代畜牧业发展实行专项考

核，作为“三农”工作的重点纳入市委、市政府对区

县（自治县）的综合目标考核。加强行业协会建设，

完善产业组织联结机制，共同推动现代畜牧业加快

发展。

2）加大政策扶持。政策支持是发展现代畜牧业

的基础和保障，养殖用地是发展畜牧业的最基本要

素。目前农村土地较零散，不利于畜牧业产业化经

营，要推动畜牧业向规模化和标准化方向发展，就

需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但是畜

牧业属于弱势产业，加强产业化经营还需要政府政

策和资金支持。强力整合优化市级畜牧业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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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建设、扶贫开发、国土整治、畜牧业综合开发、农

村公路建设、科技、移民后期扶持等相关涉农资金

和项目，加大建设标准化、高效畜牧业基础设施、环

境治理、科技开发等投入，特别是对科技含量高的

畜牧业园、大型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

3）优化金融服务。各金融机构要将畜牧业和畜

牧业企业列为优先支持对象，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

方式，开发适合的贷款品种，降低准入门槛，增加贷

款投放，推广“联保贷款”和“公司 +合作社 +农户”

贷款模式。充分发挥重庆农业担保公司等各类担保

机构为畜牧业、畜产品加工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开

展保单、订单、仓单、应收账款、股权、商标权、专利

等抵质押贷款担保，增加信贷额度，降低担保费率。

各区县（自治县）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引导城市工商

资本、社会资本积极参与，鼓励外出务工人员返乡

创业，增加特色效益畜牧业投入。扩大范围，深入开

展畜牧业产业保险，适当提高地方财政保费补贴比

例，支持龙头企业，资助农户参加畜牧业、养殖业保

险，引导大型畜牧业企业、规模大户积极参加商业

和政策性保险。

摘要 基础设备不完善、环境防疫消毒不严、加工设备污染、动物疫病等因素是影响屠宰环节猪肉产品质量

安全的主要因素，开展生猪定点屠宰风险等级评估监管机制，加强生猪屠宰兽医卫生风险防控，规范生猪屠宰监

管，落实屠宰企业主体责任，是确保猪肉产品质量安全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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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宰环节中影响猪肉质量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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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抓生猪定点屠宰环节的风险监控，是保障猪

肉质量安全的一项关键措施。笔者通过调查研究系

统分析当地生猪定点屠宰环节中影响猪肉质量安

全的主要风险因素，提出风险评估方法，保障猪肉

质量安全。

1 影响猪肉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因素

1.1 定点屠宰场所主要风险分析

1）布局不合理，设备不完善。距离居民生活区

太近，投诉多，清洁区与非清洁区没有严格分开，入

场动物运载工具卸载后未经清洗消毒，有的没有配

备车辆清洗、消毒设备，没有患病动物隔离观察圈，

没有无害化处理设备，无法按照规定清空活体动

物。

2）加工工艺条件落后，淋浴冲洗程度不够。县

级屠宰致晕环节几乎都是电麻方式，个别有条件的

选择 CO2方式，乡镇级屠宰设备大部分仍属于半机

械化。有的屠宰企业对待宰生猪体表淋浴冲洗不够

干净，试验数据显示冲洗前带沙门氏菌率为 31%，

冲洗后降至 12%，故宰前淋浴冲洗与产品沙门氏菌

检出有直接关系[1]，是降低鲜分割猪肉致病菌污染、

提高猪肉产品卫生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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