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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防疫工作重点在农村，难

点在基层。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

门 历 来 对 动 物 防 疫 工 作 十 分 重

视。早在 2007 年初，我市就开始

在花街镇创建省级动物防疫示范

乡镇。市农林局、畜牧兽医局积极

支持和协助花街镇开展村级动物

防疫队伍规范化建设，建立了一支

相对稳定的村级动物防疫员队伍。

2008年上半年，在试点示范基

础上，我市综合考虑畜牧业发展规

划、产业分布、地理环境、行政区划

和防疫工作现状等因素，以每个镇

街区设置 1—3 名动物防疫片区专

管员的标准，全市16个镇街区配备

了30名片区专管员，并落实了人员

工资补助。各镇街区配备了计算

机，开通了疫情测报网络，储备了

疫苗、防疫设备和应急物资，落实

了无害化处理场所，设置了宣传信

息窗；每个村级防疫员配备了免疫

器具等基本工具。

建立队伍不容易，管好队伍更

难。为了全面加强基层动物防疫

管理，进一步明确乡镇和村级动物

防疫工作职责，规定村级防疫工作

由乡镇政府负责，畜牧兽医局负责

业务指导工作。在每个镇街区设

立乡镇动物防疫办公室，村级动物

防疫员由各镇街区统一管理，业务

上受市畜牧局监督指导，片区专管

员负责指导和监督片区内村级防

疫员的工作。

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叶红绿

介绍，结合春季防疫行动，他们采

用“师带徒”“分点授课”等形式对

全市村级动物防疫人员进行动物

防疫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培训，使

之能基本胜任村级防疫日常工作。

通过加强队伍建设，我市动物

防疫工作真正实现了设施、人员、

经 费、管 理、考 核、措 施“ 六 到 基

层”，真正实现了乡村动物防疫网

络全覆盖，成功走出了一条村级动

物防疫管理新路子。从工作成效

来看，防疫队伍规范化建设有力地

促进了各项防控工作的开展。目

前，全市规模养殖场免疫密度保持

在 100%，散养畜禽免疫密度达到

了 95%以上，免疫建档率 100%，抗

体检测合格率 70%以上，全部达到

了上级要求。

免疫接种

加强卫生监督 注重基层防疫 构建美丽牧场

我市畜牧业转型升级重网络体系建设
2 日早晨，一辆满载生猪的卡

车缓缓驶入位于城西新区的市食
品公司屠宰加工厂。检验检疫员
就开始准备对这批待宰生猪进行
检验检疫。检疫看起来简单，但马
虎不得。检疫员要先看供货商提
供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省外调
入生猪还要看调入前备案和省际
检查站报验情况。核对检查无误
后，他们还要剪下耳标存档。

动物检验检疫是市畜牧兽医
局动物卫生监督体系建设的一部
分。近年来，市畜牧兽医局除了把
好肉食品安全关外，还通过基层动
物防疫体系建设、畜禽养殖污染治
理、畜牧业转型升级等举措，取得
了较好成效。其中，村级动物防疫
管理还为各地基层动物防疫网络
规范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动物卫生监督体系建设动物卫生监督体系建设
严明纪律规范动物检疫
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

市农林局党委委员、畜牧兽医局局长方岩

录介绍，动物检疫是把好畜产品质量安全的源

头，是百姓食肉安全的关键环节。近年来，我

市致力于畜牧兽医体系改革，从人员、基础设

施、制度三方面构建起牢固的动物检疫体系，

严明纪律，严防死守，规范动物检疫，确保畜产

品安全。

2006 年，我市建立了畜牧兽医局（动物卫

生监督所），配备了一支高效踏实的以官方兽

医为主、协检人员为辅的检疫队伍。每年坚持

组织全市全体动物防疫员、检疫员进行两次集

中培训，开展了一系列畜牧兽医行业职业道德

教育专题培训，组织全体检疫人员大讨论。先

后组织学习了《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动

物防疫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和各种操作规程，明确动物检疫员的工作职

责，明确各自行使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提高

全体人员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为了提升动物检疫水平，市畜牧兽医局完

成了动物疫病防控中心、四个监督分所、动物

检疫报检点、屠宰检疫工作室等 10 个动物检

疫基础设施项目的规范化建设。先后建立了

产地检疫的申报制度、抗体的监测制度和屠宰

检疫的检疫员工作制度、生猪进场查验制度、

屠宰检疫流程、无害化处理制度、消毒制度等

以及实行驻场检疫员公示制度等。

针对本地养殖量较少，90%以外地调入

为主的实际情况，在落实好动物产地检疫工作

的同时，市畜牧兽医局以抓动物及动物产品省

外调运备案管理和生猪屠宰检疫为重点，严格

执行浙江省动物防疫条例有关动物和动物产

品调运的规定，严把生猪屠宰检疫的入场索

证、验证制度、入场查验、宰前检查和同步检疫

等关，实行驻场官方兽医 24 小时值班制度，严

把肉品安全卫生的最后一道关口，确保群众的

食肉安全。同时，充分利用报纸、小册子、广告

标语、横幅等途径大力开展动物防疫法律、法

规及执法宣传工作，印发各种宣传材料 1000

多份，营造良好的动物卫生监督执法环境。

为了切实加强屠宰检疫数据管理，畜牧兽

医局将生猪进场查验、宰前检疫、宰后检疫、票

证使用、无害化处理、屠宰场逐日屠宰等记录

纳入数据采集范围，要求认真填写、详细记载、

分类保管，保证屠宰检疫数据的完整性，为实

行肉品溯源管理提供有利的信息保障。

近年来，我市先后开展了养殖

污染整治“回头看”百日行动和养

殖污染专项整治月行动。由市领

导带队督查养殖场污染整治工作，

市督考办开展专项督查工作，市环

保局、农林局联合开展养殖污染集

中整治月行动。同时建立全市畜

禽养殖网格化巡查监管制度，全力

构建畜禽养殖污染治理、防控动物

疫病、畜产品质量安全和养殖场沼

气工程安全监管四合一的三级巡

查监管体系。市畜禽养殖污染整

治工作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全市

共关停拆除 775 家养殖场（户）（其

中拆除570家），拆除养殖场建筑物

面积25万多平方米，处置能繁母猪

5300 头，商品猪 6.5 万头，家禽 12

万多羽，其他畜禽 2.6 万只。按照

“一场一策”要求，所有养殖场均制

定了相应的治理措施，85 家按照

农牧结合生态循环的治污模式全

部完成了防疫基础设施、排泄物处

理设施建设和生态消纳地的配套

工作。养殖场关停拆除、治理的补

助和奖励经费 4670 多万元全部发

放到位。

经过近三年的努力，我市畜牧

业面貌发生了重大转变，许多昔日

污水横流的牧场变成了如今小而

精的美丽牧场。为进一步贯彻落

实省委、省政府养殖业生态化发展

决策部署，推进美丽生态养殖场建

设，加快养殖业转型升级。

市农林局局长应加兴说：“当

前我市畜牧业规模、硬件设施、管

理水平还相对落后，通过美丽生态

牧场建设，能起到美丽效应，助推

全市畜牧业转型升级为现代化牧

场，走向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之 路 ，实 现 经 济、生 态 效 益 双 提

升。我们的目标是根据‘规范、生

态、美丽’内涵要求，按‘场区布局

合理、设施制度完善、生产全程清

洁、产出安全高效、资源循环利用、

整体绿化美化’的美丽生态养殖场

标准，全市推进美丽生态养殖场建

设，我市即将对全市所有保留的养

殖场开展美丽提升工程，打造升级

版的美丽牧场，全面实现畜禽养殖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或达标排放，实

现畜牧业减量提质。”

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创建美丽牧场,促进畜牧业转型升级

基层动物防疫体系建设基层动物防疫体系建设
强化队伍建设，提升动物防疫水平

金华市级现代农业示范基地——花果山永康灰鹅种养殖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