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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动物卫生监督执法是公共卫生安全的组成部分，承担着动物源性食品卫生安全责任。现阶段，普洱市

基层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已步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本文主要分析了基层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了有效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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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市位于云南省南部，下辖 1个区、9个自治

县，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被誉为“东方多瑙河”

的澜沧江 -湄公河纵贯全境，具有“一市连三国、一江

通五邻”的区位优势。全市年均气温 15.0～20.3 ℃，

森林覆盖率高达 67%，有着发展畜牧产业优越的自

然条件和地理条件，据统计，全市有草地面积 148.73

万 hm2，牛存栏 78万头，生猪存栏 230万头，羊存栏

40万只，家禽存栏 1 200万羽。随着“一带一路”战

略构想的逐步实现和昆曼大通道的全线贯通，普洱

市将成为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黄金前沿。

由于边境一线与国外山水相连，牲畜长期共同放牧

（混牧），边民走亲串寨，边境交易频繁，境外动物疫

病复杂，携带口蹄疫、禽流感、牛出血性败血症等病

原的动物进入普洱市辖区的现象经常发生，给普洱

市动物卫生监督工作带来严峻的考验。

1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监管力量薄弱。普洱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

设置只设置到市、县，全市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人

员编制 193人，实有人数 175人，除去公勤人员，担

负监督执法工作的不足 150人。全市面积 45 385

km2，辖区内有 103个乡镇，人口 258万，散养户 50

万户，规模养殖场 339个，兽药饲料经营企业 1 502

个，屠宰场 66 个，农贸市场 160 个，国境线长

524.342 km，国家级一类口岸 2 个，国家级二类口

岸 1个，边境通道 17 条，便道繁多，平均每人担负

302 km2国土面积和 3.5 km边境线上的动物卫生

监管工作，点多、线长、面广，监管力量不足，严重制

约了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的正常开展。

2）基层执法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动物卫生

监督机构的执法人员整体素质有待提高，表现在：

一是监督执法队伍年龄老化。全市执法监督人员

中，40岁以上的有 163人，占总人数的 93%，且大都

在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一线工作，而动物卫生监督执

法工作对人员的身体素质具有很高的要求。如屠宰

检疫，一般屠宰场是凌晨 2:00点左右开始屠宰，这

就要求检疫人员必须在凌晨 2:00点以前到场检疫，

长期生活、作息时间的不规律，导致检疫人员的身

心健康受到损害，工作中就会出现力不从心、分心

走神的现象，影响监督执法工作质量。二是监督执

法队伍业务素质有待提高。尽管近年来，普洱市畜

牧局、动物卫生监督所每年都要组织业务技能培

训，开展岗位练兵，参观展评等，较好地提高了监督

执法队伍整体业务素质，但大部分人员都是从畜牧

兽医中转并过来的，从未从事过执法管理工作，执

法技能偏低，思维不缜密，按老经验办事现象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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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执法犯法的现象时有发生，导致动物卫生监

督执法的公信力、影响力不高。三是监督执法队伍

的输血功能弱化。近年来，因社会各界对畜牧兽医

工作的偏见，大学中的畜牧兽医专业成为冷门，导

致报考畜牧专业的大学生数量急剧下降，动物卫生

监督工作岗位很难招到懂专业、懂法律法规的大学

生，监督执法队伍业务骨干青黄不接的现象日趋恶

化。

3）监督执法工作中柔有余，刚性不足。当前由

于社会整体法制环境及体制的不成熟、不完善，新

修订后的《动物防疫法》没有强制执法的要求，在动

物卫生监督执法过程中，只能苦口婆心地劝说其改

正违法行为，这对一些散养户可能有些作用，但对

一些长期从事边境贩卖的商贩作用不大。如对经营

未附有检疫证明动物及动物产品的处罚是由动物

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

物产品货值金额 10%以上、15%以下罚款，对承运人

处运输费用 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而无其他更严

厉的处罚措施，当事人的违法成本较低，不仅不能

震慑违法者，反而使不法分子变本加厉，多次以身

试法，助长其嚣张气焰，造成动物卫生监督执法行

为极为被动。

4）动物卫生监督执法手段有待提升。目前，动

物卫生监督工作从单纯陆生动物防疫监督执法发

展到陆生和水生动物并重、动物防疫监督与动物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齐头并进的局面，执法情况更加复

杂，需要一系列先进设备作为依托，由于国家财政

投入不足，动物卫生监督执法机构的装备简陋，执

法技术含量低，导致执法人员凭老办法、老经验执

法的现象时有发生，办案过程中证据少，孤证案较

多，关联证据少，物证少，只凭当事人陈述证言就立

案查处的较多，严重影响执法的公正性和科学性。

2 对策与思考

1）建立健全动物卫生监督机构。首先要按新修

订的《动物防疫法》要求建立健全普洱市、县动物卫

生监督机构，乡镇增设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或派出机

构，在村、组聘请经验丰富的监督员，使动物卫生监

督执法体系能合法化、规范化地深入基层。其次要

健全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执法队伍。动物卫生监督工

作岗位是一个钉子一个眼，人员配备不足或缺岗，

就会导致工作脱节，配齐监督执法人员是保证动物

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点、线相衔接，线、面全履盖，有

序开展的重要保证。第三要建立人才储备机制。动

物卫生监督工作因专业性强、执法人员结构老化、

梯次断层，已成为严重制约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工作

健康发展的瓶颈，因此要定期从毕业大学生中选拔

人才，没有岗位，可以先作公勤人员使用，宁肯让人

才等岗位，也不能让岗位等人才，确保动物卫生监

督执法工作开展的连续性、规范性。

2）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人员整体素质。

执法队伍整体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动物卫生监

督执法行业能力及形象。

①开展职业道德和勤政廉政培训。聘请普洱市

纪委、检察院等有关专家及领导进行文明执法、公

正执法和勤政廉政培训，使广大执法人员牢固树立

爱岗敬业和全心全意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意

识，自觉抵制行业不正之风。

②加强卫生监督执法业务培训。加强对《中华

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

可法》等法律法规培训力度，建立动物卫生监督案

卷评查制度，总结普洱市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办案经

验和教训，交流普洱市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办案技

巧，不断提高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办案水平和队伍素

质。

③严格落实责任制管理。对执法人员实行岗位

目标责任制管理，制定《岗位目标责任考核管理办

法》，对每个岗位工作进行细化和分工。将任务分解

到人，责任落实到人，以激发执法人员的工作热情，

增强工作责任感。

④建立竞争机制。执法人员的上岗采取公平竞

争的方式聘任，广泛开展比政治、比业务、比执法水

平、比工作能力、比为民服务意识等活动，对个别责

任意识不强、工作能力较差、不思进取者、有违法违

纪现象的一律从岗位调出待岗。使执法人员人人有

危机感，增强工作责任心，从而打造一支政治合格、

业务精通、懂法的执法队伍。

3）加大基层动物卫生监督执法投入，保障动物

卫生监督执法工作顺利进行。按《动物卫生监督行

政执法办案操作规程》和普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

《动物卫生监督执法着装规定》等相关规章制度要

求，首先要加大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基础设施投入，

改善基层检疫检测设备和执法办案所需现场摄像

取证、执法记录仪、快速检疫检测仪、交通通讯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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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硬件设备，以改善执法条件。其次是统一规范法

律文书的样式和格式，规范执法人员着装，进一步

体现行业执法的严肃性。第三是加强对基层技术人

员的科技培训，确保执法人员对新设备、设施做到

会使用、会维护、会保养、会排除一般故障，以提高

执法工作质量和办案效率。

4）加大对外宣传力度，营造普洱市良好的执法

环境。通过多形式、多渠道对动物防疫有关法律法

规和动物疫病危害性进行广泛宣传，让社会大众了

解动物卫生监督工作不仅影响政府公信力和官员

形象，更是人们身体健康和动物源食品安全的重要

保障，使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工作得到全社会的认

可，不断提高全社会对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认识水

平和支持力度，逐步形成领导重视、部门支持、经营

者理解、社会拥护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的新局

面。

①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在执法

过程中做到刚柔相济，既要突出执法中的人性化，

又要突显法律的严肃性，既要突出规模养殖场、兽

药饲料经营企业、屠宰场和农贸市场等重点项目的

检查，又要突出重案、大案的严肃处理，既要震慑违

法分子的作用，又要引起社会大众对动物卫生监督

执法工作的关注。

②要做好公共形象宣传工作。做好行业形象策

划，广泛宣传行业英模，彰显行业精神，从而提升动

物卫生监督执法人员的社会地位，提高行业的社会

认可度，优化动物卫生监督执法环境，更好地做好

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的重要保障和公共卫生工作，保

障养殖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和人民身体健康。

参 考 文 献

[1] 候伟媛.基层动物卫生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畜牧与饲料

学，2013（3）：73-74.

[2] 管艳平，孙亚红，赵永静.基层动物卫生监督执法的制约因素及

改进措施[J].四川畜牧兽医，2012（4）：18-19.

摘要 随着畜禽规模养殖场的快速发展，一些个体养殖户养殖管理模式落后，控制疫病风险加大，畜禽污染

问题日益严重，规模化养殖程度较低，养殖场与现代化畜牧业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如何加强抵御风险

的能力，实现生物安全控制，推动畜牧业健康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分析目前畜禽规模养殖场管理现状，

明确畜禽养殖场和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职责，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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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规模养殖场监管问题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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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需求量的增加和汉中市加大规模场

的扶持以及项目支撑，各地畜禽规模养殖场快速发

展，一些个体养殖户养殖管理模式落后，控制疫病

风险加大，对周边环境的污染也随之而来。加之，饲

养规模上升，进出场人员、畜禽、物资、车辆等频次

空前增多，极易造成外来病菌侵入性污染，导致畜

禽养殖场发生疫病和抗御疫病风险能力减弱。如何

加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实现生物安全控制，推动畜

牧业健康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1 当前畜禽规模养殖场管理现状

1）多年以来，养殖场的国家强制免疫疫苗、耳

标等都按照饲养规模和辖区基层兽医站上报的数

字进行按需配发，大多数养殖场怕注射的疫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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