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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规模化的畜禽养殖，在满足消费者需求、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因粪便、病死畜禽等畜禽养殖污染物

的不当处理，也带来了严重的污染问题。本文综述了在畜禽养殖污染物处理过程中存在养殖户畜禽污染治理意

识淡薄、污染治理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畜禽污染治理监管难度大等主要问题，建议对畜禽养殖污染物的处理加大

宣传力度，提高养殖户的参与意识，完善补贴机制，创新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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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养殖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规模化养

殖是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普遍模式，是实现农村增

效、农民增收的重要方式。规模化的畜禽养殖，在满

足消费者需求、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因粪便、病

死畜禽等畜禽养殖污染物的不当处理，带来了一系

列的问题。

1 畜禽养殖污染物处理存在的问题

1）养殖户畜禽污染治理意识淡薄。农村地区畜

禽养殖，主要表现为一家一户的分散养殖，畜禽产生

的粪便由养殖户采取堆积发酵做为农家肥使用的方

式处理。养殖户在缺乏政策导向和技术引导的情况

下，选择在住宅附近和村社旁边发展畜禽饲养地。部

分养殖户缺乏环保意识，甚至在饮用水源保护区域

边缘发展畜禽养殖，严重威胁水源地和周边环境。

2012年，农业部出台了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

处理补贴方案，对在养殖环节死亡且进行了无害化

处理的病死猪给予养殖户一定的补贴，以减少养殖

户的损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养殖户参与病死动

物无害化处理工作的积极性。但是，无害化处理补

贴标准只针对病死猪，只有部分地区将病死牛羊纳

入无害化处理补贴范围之内，禽类及其他种类的畜

禽未列入补贴范围。有的地区补贴标准以病死动物

体重划分，对纳入补贴范围，但是体重没有达到标

准的病死动物不得享受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

给养殖户造成误区，导致养殖户只对享受补贴的病

死动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对未列入补贴范围的病死

动物以及体重过小的病死动物随意丢弃。

2）污染治理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畜禽污染治理

资金投入不足，并且缺乏比较成熟有效的治理技

术，按照工业化达标排放标准处理既不经济，亦不

符合目前农村实际条件，由于投入不足，经费匮乏，

致使污染治理基础设施严重滞后。规模化畜禽养殖

场大部分粪便直接堆存，污水利用渗坑排放，严重

影响土壤、地下水和大气环境。

有的地方通过修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池用

以解决养殖密集区土地缺少和冬季病死动物尸体

无法深埋等矛盾，但是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池缺少

科学规划，仅发挥了收集点的功效，况且病死动物

无害化处理池缺少封闭处理设施，春夏秋季节气温

升高，畜禽尸体腐化速度加快气味难闻，严重影响

周边环境，也为疫病的蔓延带来一定的隐患。

3）畜禽污染治理监管难度大。部分畜禽养殖场

管理粗放、薄弱，一部分畜禽养殖场建设之初，没有

办理环保审批手续，缺乏配套的污染防治措施和废

弃物综合利用技术。一部分近年来新建的养殖场，

虽办理了环评审批手续，建设了粪便、污水的处理

设施，但运行成本高，不正常运行的普遍存在。

2 做好畜禽养殖污染物无害化处理

的对策

1）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参与意识。运用报纸、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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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广播、传单、宣传栏等媒介，大力宣传畜禽养殖

者是畜产品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提高养殖

者的法律意识和环保意识，促使其在开展安全生产

的同时，按照规定做好病死动物的无害化处理和畜

禽粪污的标准排放。鼓励公众参与，社会监督，增强

群众对违法行为的举报力度，形成打击违法行为的

高压态势，使违法行为者不敢为、不能为。

2）完善补贴机制。积极与相关部门衔接，拓宽

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的补贴范围，延伸补贴标准，

力保病死无害化处理补贴标准无缝隙；对申请建设

的养殖场区，督促其按照规定进行相关无害化处理

设施的修建，并保证正常运行。对不按照规定修建

无害化处理设施或者不正常运行无害化处理设施

的养殖场区，经督促拒不改正的，停止相关项目建

设资金的支持，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移交司法机

关处理。

3）创新处理方式。传统的粪污处理以堆积发酵

作为农家肥使用为主要方式，病死动物以深埋或焚

烧处理为主要方法。处理周期长，环境影响大，且利

用率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

三方治理的意见》（国办发〔2014〕69号）、省委省政

府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精神，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

吸引和扩大社会资本投入，引入第三方污染治理企

业，对辖区内的病死动物、畜禽粪便等畜禽养殖污

染物进行加工处理，生产生物有机肥进行上市销

售。实现畜禽养殖场和第三方污染治理企业“双赢”

局面，推动畜牧业循环经济的良性发展。

摘要 从当前我国基层动物监督检疫工作实际出发，分析了该项工作中存在检疫申报和监督管理不规范、

动物监督检疫软硬件建设不健全等问题，建议规范管理，提高效率；加强动物监督检疫工作的软硬件建设，以期提

高该项工作的规范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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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动物疫情制约了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而动物检疫监督工作在保

障动物食品安全、控制动物疫情暴发等方面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做好动物监督检疫的规范化

管理工作意义非凡。

1 我国基层动物监督检疫规范化管

理的不足

1）检疫申报和监督管理不规范。我国法律规定

动物检疫监督机构应根据检疫工作的需要，合理设

置检疫申报和检疫执行场所，并把动物检疫申报

点、检疫范围和检疫对象向社会公开发布，而动物、

动物产品在离开产地前，货主应当按规定时限向所

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进行动物检疫申报[1]。由于

养殖行业经营和交易的分散性和随意性，给动物检

疫监督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执行难和监督难等问题，

甚至造成了工作的被动和疏漏。同时在部分地区，

有些检疫监督管理部门的法律和服务意识不强，没

有正确认识到这些工作的重要性，对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视而不见，对工作流于形式，没有严格进行执

法管理，全面开展落实。甚至出现部分单位重在收

取检疫费用，疏于开展监督管理，不严格落实监督

管理责任的乱象。种种工作的不力导致了动物食品

安全问题的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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