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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笔者在云南省大理州漾濞县基层动物卫生执法过程中，在总结工作经验的同时，分析了存在的主要

问题及难点，并针对存在问题，结合当地实际提出对策及建议，供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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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卫生行政执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围

绕“依法行政”的核心理念，在动物卫生执法的具体

实践中坚持执法为民，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权为民

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努力创建良好的动

物卫生执法的内部环境和树立良好的动物卫生执

法形象。

漾濞县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县，全县 90%左

右的人口在农村，而中国绝大部分国民收入和国内

生产总值来自农业，最广阔的市场在农村。农业在

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畜牧业是农业中的优势产业，发展草地畜牧业经

济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巨大的潜力。全县畜牧业

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 30.2%，牧业收入占农村经济

总收入的 20%。多年来，漾濞县在加强畜牧兽医行

政执法规范化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经批准设

置了畜牧事业局作为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畜牧兽

医行政执法机关、人员编制 6人，县动物卫生监督

所作为法定授权的畜牧兽医行政执法机构、事业编

制 10人，现有中级职称以上 7人，初级职称及其以

下 3人；全县 9个乡级畜牧兽医站作为依法委托的

畜牧兽医行政执法机构，事业编制 52人，现有中级

职称 38人，初级职称 12人，非专业人员 2人。通过

几年的努力，漾濞县畜牧兽医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

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离“有高素质的执法队伍，有相

配套的硬件设施，有稳定的经费来源，有健全的规

章制度，有突出的工作成效”的要求和目标差距甚

远。

基层动物卫生执法部门，尤其是县级部门是承

载动物卫生执法的直接载体，也是动物卫生执法的

主力军和前沿兵。当前，绿色和无公害农畜产品是

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提高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关

键是抓好从“生产基地到餐桌”的全程质量监控。县

级动物卫生执法行为实际上是承载了整个动物卫

生执法的源头和前沿关口，承担的社会空间大，覆

盖的产业广，执法的延伸链长，因此，基层动物卫生

执法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农业

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本文

结合笔者多年的畜牧兽医工作经验，对基层农业执

法中存在的困难及对策建议浅谈一点看法。

1 基层畜牧兽医行政执法存在的主

要问题

1）领导认识不足，出现机构与机制运作之间的

矛盾。依法行政、建立法制政府已纳入各级政府议

事日程，法制理念已逐渐形成了各级领导干部工作

意识，但由于长期受传统思想意识的束缚和影响，

对畜牧兽医行政执法的认识明显不足。国务院《关

于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若干意见》要求，本着“精

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健全机构，明确职能、理顺

关系、完善法规，逐步建立起科学、统一、透明、高效

的兽医管理体制的运行机制。而当前，基层兽医管

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与行政执法的实际需要极不相

称，体制不健全，职能不明确，执法主体形象不明

确，执法无经费，公共服务行为差，形成在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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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畜牧兽医行政执法弱化，难以履行法律赋予的

职责和权力，导致法律约束力差，执法效率低，执法

主体形象得不到应有的体现。

2）执法机构职能转变不到位。目前基层畜牧兽

医行政执法机构设置后仍然习惯于技术推广，业务

运行围绕动物疫病监测、诊断、流行病学调查等技

术推广运用，因此，出现兽医行政执法服从或服务

于技术推广，而乡级作为委托执法机构，既承担经

营性服务和公益性职能的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任务，

也承担委托执法、出现职能重叠、运动员和裁判员

职能均承担，最终哪种职能均落不到实处。

3）执法力量分散，职能交叉，难以形成合力。随

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运行，市场的开

放性与经营形式的多样性，生产、加工到销售环节

的多层次性，以及分布的广泛性决定了要建立一支

政治素质好，业务素质强，执法主体明确，运行高

效，具有较强专业性和权威性的畜牧兽医执法队

伍。而目前基层现状是按一事一法设置机构，机构

内部职能不清，执法机构职能与市场运行需求相脱

离，导致执法机构各自为政，职能交叉严重，互相扯

皮，执法力量分散，难以形成合力。比如肉食品质量

监管、市场经营秩序的监管涉及商务、畜牧、工商、

卫生、质检、公安等多家机构，而县级以下肉食上市

经营户多为不稳定的分散的个体屠宰户，目前虽然

实行定点屠宰管理并派驻了肉检员，但检验手段单

一、落后，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宰前检疫、宰后检

验，对检验结果不合格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往往

出现疏漏。同时多注重结合节日，搞突击性检验、整

治，忽视经常性规范性执法，很难真正形成全方位、

多层次、重源头、实效果的执法格局，使大量的违法

行为脱离了法律的有效监管，效果不理想。

4）执法队伍素质不高，执法经费不足。畜牧兽

医行政执法人员大多是专业技术干部，有专业技术

本领，缺乏从事执法工作经验，加上农业执法缺乏

健全的培训和再教育机制，既有先天缺陷，又有后

天不足，熟悉行政执法法律知识的人少而又少，现

状是“二多二少”，即低学历的人多，高学历的人少；

非法律专业的人多，法律专业的人少。畜牧兽医行

政执法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案件错综复杂，由于技

术推广和行政执法相互交织，没有相应的执法经

费，使畜牧兽医行政法在传统意识歧视中艰难跋

涉。

2 对策及建议

畜牧兽医行政执法是农业综合执法的一项重

要内容，而动物卫生执法体系建设是一项全新的工

作，涉及到机构设立、人员定编、工作职能定位、资

金投入保障，关系到各方面的利益，为建立一支学

法懂法、严格执法、文明执法的高素质队伍，在对策

措施上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设置定编定员定责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配

足执法人员。集中行使法律赋予农业执法，承担种

子、植保植检、农资，兽药、饲料、饲山保护、动物防

疫监督，农业环保，种畜禽监管等执法职能，以名符

其实行使农业综合执法。

2）理顺管理，完备合法手续，优化结构。按照

《农业法》、《动物防疫法》、《行政许可法》等，结合农

业基层单位的实际，本着“精简、统一、效能”的原

则，建立起了科学、统一、透明、高效的动物卫生执

法机制和运行机制，从县至乡实行垂直管理，与经

营性和技术推广职能分离，有效提高依法行政的能

力和水平。

3）建立健全制度，规范执法行为。农业综合执

法既行使对外的行政执法，也是动物卫生执法的内

部监督机构。要建立健全动物卫生执法管理制度，

执法人员管理制度，要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

执法原则，要做到专业明晰。专业间有机衔接，规范

运行，并逐步完善考核评议运行机制，依靠制度，强

化管理，做到主体合法，行为合法，程序合法，执法

结果人民满意。

4）抓好法制教育，提高法制素质。一是采取多

种形式学习法律，充分利用各种教育阵地，营造良

好的法制环境。二是建立法律法规培训的长效机

制，要着力解决基层执法素质偏低的问题，制定刚

性政策确保基层执法人员的法律再教育机制。三是

健全学法的激励机制。采用定期或不定期，多形式

多层次的农业执法法律知识演讲比赛，拓展学法用

法的社会空间。

5）加强执法监督，确保依法行政，防止“不作

为”或“乱作为”现象。要着力于内部监督机制的建

设，鞭策依法行政，杜绝执法权力滥用。由于农业性

质的特点制约，整个农业执法环境不是很好，尤其

是畜牧兽医行政执法环境有其特殊性，在基层要防

止“不作为”或“乱作为”现象的发生，要形成在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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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下，以内部监督为基础，以人大监督体系为核

與心，以社会监督和 论监督为补充的监督体系，形

成合力，确保农业执法的规范运行。

6）要建立健全动物卫生执法经费投入的保障机

制。严格按照《农业法》《动物防疫法》《行政处罚法》

的规定，将农业执法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与其他事

业经费相分离，确保执法经费的独立性，为农业执法

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同时，要妥善解决好执法人员

的待遇，为执法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使

执法人员一心一意为农业执法尽职尽责。

摘要 通过案例分析，介绍了十堰市张湾区农村因地制宜，以生态畜牧业为支撑，培植“内生动力”，进行精

准扶贫工作的优势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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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工作是当前及十三五期间重要的政

治任务和民生工作之一。根据中央和省市工作指

示，十堰市张湾区精准扶贫工作已全面展开，作为

秦巴片区贫困地区之一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

水源区，积极探索产业扶贫，变输血为造血，是精准

扶贫的重要内容。但是如何培植“内生动力”？如何

做到“精准”？特别是在山区农村确定什么样的产业

作为支撑显得尤为重要，在实际工作中笔者发现因

地制宜的发展生态畜牧业是一条可以供某些山区

农村借鉴的产业之路。

1 3个案例

1）案例 1：张湾区黄龙镇舒家村鲍某，山羊养殖

专业户，现存栏山羊 220只，生态土鸡 600只，家庭

人口 3人，承包土地 2 333.35 m2。他自 2013年开始

从事畜牧业生产，养殖山羊和生态土鸡，2014年销售

土鸡 410只，土鸡蛋 2.3万枚，鸡蛋单价 1.5元 /枚，

土鸡 70～80元 /只，累计收入 6.32万元；销售山羊

45只，销售收入 5.2 万元；养鸡和养羊累计实现收

入 11.52万元，扣除饲料、兽药、防疫等生产投入，养

殖业实现净收入 7.1万元。

2）案例 2：张湾区黄龙镇朱庄村朱某，耕种

1 333.34 m2 土地，2014 年共饲养 2 头黑猪，50 只

土鸡，至 2014年年底，黑猪销售 6 300元，土鸡、土

鸡蛋累计实现收入 1.05万元（其中土鸡蛋 1.2～1.5

元 /枚，土鸡 40元 /kg），养殖业累计实现收入 1.68

万元，除去生产成本，实现净收入 1.1万元，老两口

养殖业人均增收 0.55万元。

3）案例 3：张湾区方滩乡喻家湾村夏某，种植

1 533.34 m2蔬菜，2014年共饲养良杂猪 14 头，饲

养土鸡 100只，年底 14头猪平均体重超过 150 kg，

采取城里人下乡“杀年猪”的形式全部销售完毕；在

2014年生猪市场极度疲软的形势下，老夏的土猪卖

出了毛猪 24元 /kg的好价钱，实现销售收入 5.04

万元，100只土鸡也累计实现了 1.2万元的收入；养

殖业累计实现收入 6.24万元，扣除成本实现净收入

3.7万元，老两口养殖业人均增收 1.85万元。

上述 3个案例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养殖规模

较小，布局较为分散，养殖废弃物如粪、尿等污染物

产量不大且处理方便，对环境影响小。二是农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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