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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全面掌握平凉市机构改革后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现状,更好的做好机构改革后动物卫生

监督工作,通过对机构改革后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现状进行摸底调查,着重分析了机构改革后权责不

对等、队伍不稳定、工作弱化、办案率不高、检疫工作面临的困难等主要问题,提出了理清机构职能、
重视防疫队伍建设、建立健全违法案件线索移交及排查机制、强化机构保障、加强官方兽医能力提

升等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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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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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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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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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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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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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ial
 

veterinar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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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卫生监督工作事关公共卫生安全、养殖业

生物安全及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做好动物卫生监督

工作,能够有效防止人畜共患病及重大动物疫病传

播蔓延,是动物防疫和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的重要

环节,各地已围绕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改革做了较多

有益探索。2019年,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方案》,我市市级动物卫生监督所更名为平凉市动物

卫生服务中心,主要从事动物检疫及动物卫生监督

相关技术服务工作,原承担的行政强制、行政处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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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划归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各县(市、区)动物卫生

监督机构也进行了相应改革。为了全面准确掌握

2019年机构改革后,全市动物卫生监督工作机构、

队伍、行业监管现状、存在的问题等,笔者开展了全

市动物卫生监督系统机构改革后现状调研,旨在为

我市动物卫生监督工作更好的开展提供理论依据。

1 当前工作现状

1.1 市县乡三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工作职能

根据市县乡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三定方案,市畜

牧兽医局兽医监管科主要承担:“监督指导全市动物

及动物产品检疫检验,负责动物卫生、畜禽屠宰环节

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承担动物诊疗活动及兽医从业

人员、兽药和兽医器械的生产、经营和使用,畜禽屠

宰证章标志,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监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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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畜牧兽医局下属事业单位市动物卫生服务中心主

要承担:“全市动物卫生监督相关技术性工作,承担

动物和动物产品检疫、畜禽屠宰、兽药、兽医器械、饲
料管理、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及兽医实验室生物安全

监管等事务性工作”。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中,有
四个县(市、区)仍承担动物卫生监督职责,负责兽

药、兽医器械、饲料管理和动物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

理,实施动物产地、屠宰检疫等工作;两个县仅承担

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养殖场,兽药经营企业的技术

服务。乡镇畜牧兽医站主要负责动物产地检疫、技
术指导培训、指导和监督管理村级动物防疫员等工

作,四县在乡镇畜牧兽医站加挂了动物卫生监督分

所牌子,三县未加挂。

1.2 机构设置及人员队伍情况

目前,市级负责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市畜牧兽

医局兽医监管科仅1人,负责全市动物及动物产品

的检疫、动物卫生监督相关技术性工作的市动物卫

生服务中心12人;7县(市、区)负责动物卫生监督

工作的动物卫生监督所(服务中心),其中,5县归口

辖区畜牧兽医中心管理,2县归口辖区农业农村局

管理(目前由辖区畜牧兽医中心代管),1县在机构

改革中将动物卫生监督所更名为动物卫生服务中

心,但仍履行动物卫生监督职能。7县(市、区)动物

卫生监督所(服务中心)共核定事业编制95名,实有

在编在岗人员85人,其中:崆峒40人、泾川11人、
灵台3人、崇信5人、华亭4人、庄浪15人、静宁7
人。全市103个乡镇全部保留了乡镇畜牧兽医站,
现有工作人员517名,其中承担动物检疫监管职责

人员374人。全市现有在岗官方兽医459人,现有

动物检疫出证人员459人,其中动物检疫出证(A
证)人员100人,动物检疫出证(B证)人员359人。

1.3 行业监管对象情况

全市现有省级公路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3个(2
个为甘肃省动物运输指定通道)、规模养殖场425
家、畜禽屠宰企业17家、动物诊疗机构3家、乡村兽

医331人、动物贩运人员462人、动物贩运车辆317
辆、饲料生产企业6家、兽药经营企业105家、饲料

经营企业(门店)153家。2021年底,全市牛、猪、羊、
鸡饲养量分别为91.32、106.85、39.49、728.25万头

(只、羽),出 栏 量 分 别 为 38.89、60.82、18.36、

368.02万头(只、羽)。

1.4 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2021年,全年全市产地检疫各类动物共452.69

万头(只、羽),屠宰检疫各类动物产品35
 

075.5
 

t,

落地监管外省调入畜禽507批328.55万头(只、

羽),移交各类违法违规案件线索44起。核发兽药

经营许可证31家,完成证书升级编号102家,兽药

“二维码”信息扫码上传率保持在95%以上,配合省

上开展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检测、风险检测及“瘦肉

精”专项整治行动飞行检查6次,检测各类样品347
份,全市完成养殖和屠宰环节“瘦肉精”、兽药残留、

肉品水分快速检测9452份,复查换证无公害畜产品

6个。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动物卫生监督工作承担机构权责不对等问题

突出

  按照《动物防疫法》和《甘肃省动物防疫条例》规

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或者畜牧兽医主管

部门依法对动物防疫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动物、

动物产品的检疫,承担动物防疫的日常监督管理工

作。目前,我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新“三定方案”赋
予职责不一,有两个县“三定方案”未赋予其动物卫

生监督职能,但目前全市所有动物卫生监督所(服务

中心)作为事业单位除承担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

外,还负责动物防疫、兽药饲料、畜禽屠宰及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公路动物卫生监督检查、违法违规案

件线索移交、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监督等工作,部分

县(市、区)还承担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生鲜乳质

量安全监管等畜牧业行政监管职责。在无法律法规

授权及“三定方案”赋权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是否合

法合规、监管中的权限、责任如何划分,事业身份人

员参与行政监管工作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等问题

还需研究。

2.2 动物卫生监督工作弱化明显

在机构改革过程中,市县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力

量被严重削弱,市级负责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兽医

监管科只有1名工作人员;县级部分人员划转到农

业综合行政执法队,有些抽调人员参与畜牧业、乡村

振兴驻村帮扶;乡镇畜牧兽医站因人员流失、抽调频

繁,无新招人员补充,致使动物卫生监督工作难以按

要求全面落实;村级防疫员报酬偏低、年龄偏大、青
黄不接,有些行政村甚至出现无人担任村防疫员的

现象,造成基层防疫队伍不稳。目前,市县两级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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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监督管理人员(技术服务)仅98人,且近一半为

工人身份,要负责全市一千多家监管对象的日常防

疫监管,个别县除去屠宰企业驻场官方兽医,县级动

物卫生监督所日常工作人员仅1~2人,加之,省市

县三级均无动物卫生监督工作及业务培训专项经

费,无日常监督检查车辆,官方兽医知识更新缓慢,

根本无法满足日常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需要,动物

卫生监督工作弱化明显,这与当前畜牧业高质量发

展对动物卫生监督工作高标准要求形成巨大反差。

2.3 违法违规案件查办率不高

机构改革后,2019~2021年,全市共办理各类违

法案件136件,平均每年每县办理案件仅6.5件,甚
至个别县出现全年零办案的情况,相比改革前,违法

违规案件查办率大大降低,和省上要求的每年每县办

理案件15件以上差距较大。主要是由于各县(市、

区)农业综合执法队开展执法检查查办案件的主动性

不够,去掉行政监督职能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移交违

法违规案件线索的积极性不强,移交机制不畅。部分

县(市、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工作力量偏向于种

植业产业发展,在动物卫生监督案件查办方面,配备

人员力量不足,对法律法规不熟悉,查办违法违规案

件数量明显减少,甚至坐等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处理案

件,造成了时效性强的违法违规行为证据不能及时得

到锁定,加之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与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机构均无独立的经费与车辆保障,案件移交过程中,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无行政强制权限,农业综合行政执

法机构又无法短时间内到达现场,导致很多案件无法

有效移交办理,严重挫伤了动物卫生监督人员日常监

督中查办案件线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违法行为得不

到有效及时查处,不能形成有力震慑,对行业整体健

康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2.4 动物检疫监管工作面临诸多困难

随着畜禽养殖数量的增多和人民群众对畜产品

质量安全的重视,动物检疫和调运监管的工作量大

幅增加,兽药、饲料及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抽检比

例频次日益增多,但市县动物卫生监督和畜产品质

量安全检测经费少,甚至部分县区没有畜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监管经费,只能挤占其它业务经费。县、乡
检疫出证人员数量严重不足,大部分乡镇仅有1~2
名检疫人员,且未配备任何交通工具,到场到户开展

检疫比较困难,严重影响产地检疫及日常监督检查

工作的开展。

3 几点建议

3.1 进一步理清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职能职责

按照《动物防疫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
动物饲养、屠宰、经营、隔离、运输以及动物产品生

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等活动中的动物防疫实施

监督管理”,按照《动物防疫法》第九条第二款的规

定:“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负责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

工作”。但是按照《甘肃省动物防疫条例》第五条第

三款的规定:“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的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承担动物防疫的日常监

督管理工作”。这就造成动物卫生监督工作法定机

构、职能均比较模糊,到底是按照《动物防疫法》由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履行动物卫生监督职责,还是按照

《甘肃省动物防疫条例》由动物卫生监督所(服务中

心)履行动物卫生监督职责,当前,由于基层农业农

村主管部门人员数量非常有限,且动物卫生监督工

作专业性较强,我市动物卫生监督工作实际均由动

物卫生监督所(服务中心)承担,这就造成执法主体

不明确、执法无依据,规定过于笼统等问题。建议有

关部门进一步理清动物卫生监督工作承担机构,理
顺监管执法法律依据、人员身份等。当前,建议县级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积极协调,为动物卫生监督工作

人员办理执法证,以农业农村局名义开展日常动物

防疫监督管理工作。

3.2 重视基层动物卫生监督队伍建设

自上而下高度重视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着力加

强动物卫生监督队伍和能力建设,落实政府和市场

主体的防疫责任,妥善解决专业技术人员流失的问

题,确保基层动物卫生监督责有人负、活有人干、事
有人管。每年积极引进专业技术人才,选拔高校毕

业生补充到畜牧兽医部门,形成自下而上的动态人

才流通和激励机制,下决心解决基层防疫人员借调

抽调问题,将村级动物防疫员纳入“农村公益性岗

位”,确保每人每年4
 

000元工资标准发放到位。制

定出台下乡补助、交通补贴、意外伤害保险等工作补

助政策,通过代缴社会保险、购买意外保险等途径,

保障村级动物防疫员合理劳务报酬,提升防疫人员

保障水平,稳定基层防疫员队伍。

3.3 建立健全违法案件线索移交及排查机制

各县(市、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牵头建立动

78畜牧兽医杂志    第42卷    第3期    2023年



物卫生监督机构与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案件移交

机制,明确违法违规线索移交程序、时限、处理情况

反馈等,建立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全程紧密协作机制,

严防在工作中出现相互推诿扯皮、违法行为得不到

有效查处等情况的发生。同时,建议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队主动加强日常执法检查,及时发现各类违法

违规案件线索,积极与辖区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相互

衔接合作,联合开展监督检查,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

的查处力度,而不是被动接受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案

件线索的移交。

3.4 强化基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基础保障

建议加大对县乡两级动物卫生监督人员、动物

检疫车辆、经费保障,为县级、乡镇动物卫生监督机

构配备监督检查及检疫专用车辆,解决人员下乡监

督检查、入场入户临栏产地检疫过程中的无车问题,

并将检疫出证数量作为干部职工职称晋升、评优评

先进的基础条件之一,进一步鼓舞官方兽医干事创

业的积极性。

3.5 全面加强官方兽医能力提升

每年定期组织官方兽医、协检人员学习《动物防

疫法》及动物检疫规程等相关规定,积极参加全国动

物卫生监督执法网络考试,开展在线学习、在线考

核;通过组织现场观摩、屠宰检疫技能大比武等活

动,保证官方兽医每人每年至少接受两次集中培训,

着力提升法律素养和业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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