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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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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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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防疫消毒不严，卫生管理较差。有的定点屠

宰场生产环境简陋，管理粗放，大门进出口消毒池

未按要求投入消毒药，没有严格落实防疫消毒制

度，屠宰加工场地冲洗不干净，受污染场地消毒不

够彻底。有的屠宰员工在去头蹄、挖大肠头、去内

脏、破边猪等操作中，接触污染后不注意洗手消毒，

易引起连续加工产品交叉细菌污染。试验表明，员

工洗手消毒后细菌总数将减少 98.9%[1]。

4）生猪进场把关不严。主要是屠宰场入场把关

人员只看是否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没有认真核

查生猪头数和耳标是否证物相符，对急宰动物或疑

似疫病动物把关不严等，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

位。

5）屠宰企业“瘦肉精”自检比例低。没有严格按

照农业部规定的每批 50头以上的抽检 3%，50头以

下的至少抽检 1头的要求，有的自检工作不正常。

1.2 生猪定点屠宰监管主要风险点分析

1）乡镇屠宰检疫官方少，经费不到位。很多乡

镇水产畜牧兽医站在编人员 3～5人，负责屠宰检

疫官方兽医 1～2人，人员配备无法满足生猪屠宰

岗位设置要求，“瘦肉精”抽检经费没有及时到位或

经费不足。

2）业务不够熟悉，责任心不够强。有的官方兽

医屠宰检疫操作不熟练，刀法不准，应当检疫的器

官不检或漏检；有的宰前检疫受理没有认真查验凭

证凭标入场，主要没有认真查验《动物检疫合格证

明》的真伪，没有抽检生猪佩带的耳标号码与证明

上记载是否相符、没有核查耳标号码是否属于生猪

产地领取的号码等。

3）屠宰检疫检验室简陋，检测业务未正常开展。

乡镇屠宰场基本上未建立符合要求的屠宰检验室、

采样器具、检验试剂、检验设备、样品暂存设备等；

县级有的未按照要求正常开展旋毛虫抽样检验。

4）未严格落实屠宰检疫申报制度，不注重痕迹

化管理。有的屠宰检疫申报点未严格要求屠宰企业

执行屠宰检疫申报制度，不要求屠宰企业填写屠宰

检疫申报单，当班检疫人员不填写检疫受理单，检

疫工作记录信息不全，屠宰检疫信息上传或上报不

及时等。

5）发现问题监督落实整改不及时，或未严格执

法办案。主要是对发现存在未附检疫证明入场屠宰

的生猪、动物运输工具在卸载后没有清洗消毒、屠

宰死因不明动物等情况不报告或不立案查处。

6）无害化处理监管不到位。修割的病害器官或

屠宰检疫出的病害动物没有做到无害化处理监管

到位，有的没有无害化处理记录。

2 实施定点屠宰风险评估方法

2.1 对定点屠宰场所风险评定的方法

1）生猪定点屠宰场所的风险评估工作。遵循“属

地管理、量化评价、风险评估、分级控制、动态监管”

的原则，由各市、县（区）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组织实施本辖区的生猪定点屠宰场所的风险评

估工作。

2）评估指标内容和方法。用列表方法分别对行

政审批、选址布局、设施设备、相关人员、进场检查、

待宰检查、屠宰检查、肉品品质检验、出场产品检查、

无害化处理、消毒、制度制定及执行、台账记录等项

目内容进行逐项评分，累计总分确定风险级别。

3）风险等级。生猪定点屠宰场（厂）风险由低到

高分为 A级、B级、C级 3个等级。生猪定点屠宰场

（厂）风险评估指标按 100分进行标化，按以下标准

确定其兽医卫生风险等级：①标化评分≤70分，评

定为 C级；②70＜标化评分≤85，评定为 B级；③标

化评分＞85分，评定为 A级。应当取得动物防疫条

件合格证、排污许可证而未取得生猪定点屠宰场

所，不得评定为 A级，也不动态调整为 A级。未评估

级别的按照 C级管理。

4）风险等级的调整。生猪定点屠宰场所风险等

级调整规则：①C级生猪定点屠宰场所连续 3次评

估结果均在 70分以上，升为 B级；②B级生猪定点

屠宰场所连续 3次评估结果均在 85分以上，升为 A

级；③凡发生重大猪肉品质量安全事故的，1年内按

照 C级管理，不得升级；④A 级生猪定点屠宰场所

连续 2次评估结果均在 85分以下（含 85分），根据

风险等级划分标准降为 B级或 C级；⑤B级生猪定

点屠宰场所连续 2次评估结果均在 70分以下（含

70分），降为 C级。

5）有针对性地制定不同阶段、不同风险等级的

生猪定点屠宰场所的监督检查，明确监督检查任务

和检查频次，建议每年评估 1次。对被投诉举报的、

抗拒相关监管机构监督检查的、有严重违法违规记

录、发生过重大肉品质量安全事故、风险等级高的

生猪定点屠宰场所，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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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风险等级评定的运用。生猪定点屠宰场所风

险评估及结果作为行业内部管理方式和监管的重

要依据，实行挂牌监管，向社会公示监管对象各年

度风险等级，根据风险等级方面与待遇挂钩。风险

等级为 A级，优先享受兽医主管部门对屠宰企业在

政策优惠、项目资金、奖励补助等待遇，风险等级为

C级以及当年度被予以行政处罚的监管对象，不得

享受政策优惠、项目资金、奖励补助等待遇[2]。

2.2 对定点屠宰监管风险评定的方法

1）评估指标内容和方法列表。分别对定点屠宰

监管机构的设立、人员编制、经费保障、人员培训、

执法设备设施、法律法规宣传、工作部署、监督检

查、督促整改落实、违法案件查处、痕迹化管理落实

等体系建设和监管工作落实等内容进行逐项评分，

累计总分确定风险级别。

2）风险等级的划分。生猪定点屠宰监管风险由

高到低分为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 3个等级。生猪

定点屠宰监管风险评估按 100分标化后，按以下标

准确定监管风险：①标化评分＜70分，评定为高风

险；②70≤标化评分≤85，评定为中风险；③标化评

分＞85分，评定为低风险。

3）生猪定点屠宰监管风险调整规则：①高风险

的连续 3次风险评估结果在 70分以上（含）85分以

下（含）或者连续 2 次风险评估结果在 85分以上，

风险等级调整为中风险；②中风险的连续 3次风险

评估结果在 85分以上，风险等级调整为低风险；③

低风险的连续 2次监管风险评估结果在 85分以下

（含）70分以上（含），监管风险调整为中风险，或者

低风险的连续 2次监管风险评估结果有 1次 70分

以下，监管风险调整为高风险等级；④中风险的连

续 2次监管风险评估结果在 70分以下，监管风险

调整为高风险等级；⑤凡所辖范围发生重大肉品质

量安全事故，监管风险调整为高风险等级且 1年内

不得升级。

4）风险评定的运用。建议每年评估 1次，与重

大动物疫病防控暨绩效考核验收相挂钩，对监管风

险评估结果为高风险的（市）县区，应主动将评估结

果通报所在地政府，积极争取领导重视和政策支

持，解决经费问题，利于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3]。

3 对猪肉产品质量安全的有利影响

1）有利于增强屠宰企业主体责任，自觉守法经

营和诚信经营。屠宰企业若想获得风险较低的等

级，就必须从各方面提高生产管理水平，促进屠宰

企业狠抓入场把关，建立健全台账记录和管理；购

置先进的屠宰机械化设备设施、改善屠宰加工场所

环境、配备必要的冷藏、冷冻设施或设备等。有利于

促进屠宰企业增强猪肉产品质量安全企业主体责

任意识，把被动转变为主动。

2）利于依法履职实施屠宰检疫，严格抓好“五

关”：一是严格抓好入场关，查验《动物检疫合格证

明》是否有效，生猪临床检查是否健康等；二是严格

抓好屠宰申报关，经受理检疫合格的出具《动物准

宰通知书》；三是严格抓好同步检疫关，做到该检的

部位必检；四是严格抓好出证关；五是严格抓好无

害化处理关。

3）严肃生猪屠宰检疫纪律，落实责任追究制度。

定期开展定点屠宰场防疫检疫监督专项整治行动，

对存在问题的生猪屠宰企业责令限期整改，发现违

规检疫的要通报批评，发现违法的要立案查处。严

守农业部“六条禁令”，切实做到屠宰检疫“五不得”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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