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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为适应新时

代畜牧兽医行政执法工作需要，市畜牧

局根据上级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强力推

进畜牧兽医综合执法。“通过整合执法资

源、健全执法机构、强化队伍建设、完善

工作制度、加强执法监督等措施，持续提

升畜牧兽医执法能力和水平，树立畜牧

兽医执法队伍良好形象，提高畜产品质

量安全水平，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为我市循环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乡

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提供强力执法保

障。”8 月 26 日，市畜牧局局长赵志伟在

接受采访时说。

近年来，按照国家畜牧兽医管理体

制改革精神要求，全市畜牧系统将行政

管理、行政执法和技术支撑三大职能有

效分离整合，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畜

牧兽医管理体制，逐步建立了市、县、区

域（乡镇）和基层四级畜牧兽医综合执法

机构。各级畜牧兽医执法机构承担了从

养殖到屠宰的全链条执法监管，切实担

负起畜产品从养殖环节到进入批发、零

售市场或生产加工企业前的质量安全执

法监管职责，为全市现代畜牧业发展、重

大动物疫病防控和畜产品质量安全建立了

一套较为完善的畜牧兽医综合执法监督体

系。制定出台了《平顶山市畜牧兽医综合

执法工作实施办法》《平顶山市畜牧兽医工

作管理规范》《平顶山市畜牧兽医综合执法

行政处罚程序规范》《平顶山市畜牧兽医综

合执法行为规范》等工作制度，从执法机构

分工、职责范围、监管内容、办案程序、行为

纪律、责任追究等方面进行了更加具体的

规定，对执法队伍建设具有针对性指导作

用。全市畜牧系统把狠抓队伍建设与管理

作为首要工作重点，结合工作实际连续开

展全市畜牧兽医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年、素

质提升年、执法规范年等一系列素质提升

活动。通过组织执法人员现场培训、网络

培训考试、案卷评查、岗位演练等途径切实

提高执法人员的执法能力，为加强畜牧兽

医执法队伍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

时，严格整风肃纪，坚持培训提高和稽查整

治相结合，认真执行农业农村部“六条禁

令”和省、市畜牧兽医执法制度规范，切实

规范畜牧兽医综合执法行为，提高执法人

员政治素质、法律素质、业务素质，着力打

造一支政治硬、作风正、业务精、纪律严的

畜牧兽医执法队伍。

在执法监督工作中，按照建立“双随

机”检查对象名录库工作要求，全市畜牧

系统持续做好各类监管对象的信息登记

和数据上传，及时更新，动态管理。建立

“一单、两库、一细则”（建立随机抽查事项

清单、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

录库，制定随机抽查工作细则），全面推行

“双随机一公开”（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

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抽查情况及查处结

果及时向社会公开）监管机制，充分运用

监管信息，提升监管效能。严格落实《河

南省畜牧企业黑名单管理制度》，促进企

业落实主体责任。坚持日常监管和专项

整治相结合，健全制度，创新机制，完善措

施，消除监管盲区，提高监管效率。围绕

突出问题、重点区域、薄弱环节和重要节

假 日 等 关 键 时 期 ，开 展 了 生 猪 屠 宰 监 管

“扫雷行动”、畜禽产品抗生素禁用化合物

及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蛋禽质量安全

集中治理行动、猪牛羊“瘦肉精”专项整治

等畜产品质量安全整治活动，严厉打击违

法行为。尤其自 2018 年下半年以来，面

对非洲猪瘟防控的严峻形势，严格落实国

家和省、市有关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防控措

施，严防因生猪及其产品移动导致疫情传播

蔓延，切实做好疫情联防联控各项工作，切

实做到依法行政、依法监管、依法办案，不断

提高执法监管能力，不断规范畜牧产业生产

经营秩序。

在新时代畜牧业的高质量发展中，执法

工作树立一切为企业发展服务的基本理念，

在严格规范行政执法的同时，进一步增强服

务意识，积极践行“管理、执法、服务”三位一

体行政执法模式。推行行政指导制度，公开

执法权力清单，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加快构

建企业服务长效机制，充分发挥畜牧兽医行

政执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的

作用，深入推进服务型执法。实施畜牧兽医

综合执法工作以来，执法工作得到了有效规

范和提升，执法人员法律意识、责任意识明

显增强，执法水平明显提高，执法人员程序

违法案件明显下降。同时，管理对象的守法

经营意识不断增强，违法案件数量呈逐年减

少趋势。市畜牧综合执法支队被市政府、省

人社厅和省畜牧局评为“全市行政执法先进

集体”“河南省畜牧系统先进集体”等荣誉称

号。

实施畜牧综合执法 提升执法能力水平

我市强力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及畜牧业健康发展

“在 7 月 27 日至 28 日举行的平顶山

市首届扶贫产品产销对接会上，杨林庄

村澧源鲜油坊生产的‘澧源’牌原生态纯

天然油品受到广大市民和企事业单位的

青睐。目前，我们的产品供不应求，订单

一直排到中秋节后了。”8 月 26 日，来自

市畜牧局的叶县常村镇杨林庄村驻村第

一书记丁建辉自豪地说。

杨 林 庄 村 位 于 常 村 镇 西 南 4 公 里

处，辖 5 个自然村、285 户 1111 人，有荒

山 3000 余亩，而耕地仅有 700亩。

一边是适宜种植花生的土地，一边

是适宜放养红牛的荒山，鉴于这样的优

势和资源禀赋，丁建辉带领驻村队员在

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征求村组干部意见

的基础上，发展花生种植、肉牛养殖和花

生深加工，谋划出了可复制、可借鉴、可

推广的种养结合、农牧互补的循环产业

发展模式。

发展花生种植
为肉牛养殖提供饲草

2017 年 11 月，市畜牧局质管科科长

丁建辉被派往杨林庄村任驻村第一书

记。到杨林庄村之后，丁建辉感受到了

山里人的善良与朴实，同时也被当地的

贫穷与落后深深触动，他暗下决心：“一

定要带领这一方百姓脱贫致富。”

为让群众增收，丁建辉在充分调研

后，与村“两委”干部共同努力，在杨林庄

村成立了叶县高阳种植合作社，组织农

户到南阳庄稼人合作社参观，引进高油酸

花生种植技术，并积极与省农科院花生研

究所对接，邀请省农科院专家到村指导种

植。随后，以村里有经验、懂技术、会管理

的 8 户村民为核心，组建杨林庄花生种植

服务队，实行统一引种拌种、统一播种施

肥、统一收割摘果、统一对外销售，每亩增

收 1000 元左右。摘果后的花生秧统一储

存，然后组织贫困户打捆码垛，作为肉牛的

优质饲草。

此外，丁建辉还与村“两委”干部筹钱

购置了花生收获机，免费让农民使用，减

少农民种植成本，并且利用市派第一书记

扶贫资金 20 万元，建成一座饲料加工储备

库，实现花生种植、收购、加工、销售一条

龙，解决了农民收获后的销售难题。同时，

丁建辉还联系叶县田庄乡一家奶牛养殖企

业，与企业签订了花生秧包销协议。丁建

辉算了一笔账，每年产花生秧 100 余吨，企

业收购价每吨 500 元，除去人工、运输等成

本，卖花生秧每年就可为村集体经济增加

近 4 万元收入。

发展肉牛养殖
为农作物种植提供肥源

随着驻村工作的逐渐开展，丁建辉发

现，杨林庄村荒山面积广，村南是孤石滩水

库干渠，村北是澧河滩，山清水秀，草茂林

丰，非常适合畜牧养殖。他便利用自己畜

牧专业的优势，鼓励村民发展养殖。但小

规模养殖粪便没法处理，气味难闻。

丁建辉调研后，利用扶贫资金成立了

叶县澧源牧昌养殖合作社，实行统一引种、

统一饲养、统一防疫、统一保险、统一销售

“五统一”。合作社投资 150 万元建设 500

个畜位的“托牛所”，市畜牧局免费为“托牛

所”提供纯种郏县红牛冻精颗粒，由畜牧专

家进行人工授精，对购进肉牛进行品质改

良，并负责日常技术指导。村资金互助社

为每户贫困户提供 1 万到 2 万元的小额贷

款，每产一头牛犊可享受政府补贴 600 元，

出 现 死 亡 的 ，中 原 农 险 最 高 可 赔 偿 7000

元。贫困户白天将牛赶到山上放养，晚上

轮流入住“托牛所”看管，其他村民也可以

利用农闲参与“托牛所”的临时性管护，按

工取酬。

谭兴德是杨林庄村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今年 60 多岁，家里 3 口人，妻子有智力

障碍，儿子外出打工，自己一直靠养牛养家

糊口，院子里经常又脏又乱，气味难闻。

得知要筹建“托牛所”，谭兴德第一个

同意加入：“儿子大了，该结婚了，家里再这

么脏乱差，儿媳妇都不好找。这还要感谢

丁书记为我们筹备的‘托牛所’啊。”

目前，“托牛所”牛舍建设已经完成，已

有 9家贫困户加入养殖合作社。

同时，在丁建辉的牵线搭桥下，澧源牧

昌养殖合作社与郏县肉牛屠宰企业组建产

业联盟，实行产销对接，每头红牛收购价可

比其他品种高 1000 元左右，按每户饲养两

头母牛计算，每年可净获利 1.5 万元以上。

肉牛养殖产生的粪便统一收集，发酵成“农

家肥”，为农作物种植提供生态肥源。

发展深加工
壮大村集体经济

杨林庄村通过种、养、加相结合的循环

模式，拉长了产业链条，降低了饲养种植成

本，有效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实现了村级

集体经济的“四化”发展。

集体经济产业化。杨林庄村投资 20 万

元成立澧源鲜油坊，村民入股每股 2000 元，

不足部分由村资金互助社贷款解决，年产

“澧源”牌优质花生油 300 吨左右，年产值突

破 150 万元，利润 18 万元。除去正常开支，

村集体每年可分红 4.5万元。

村民就业本地化。每年提供运输、收

割、打捆、仓储、加工等临时就业岗位 50 余

个，人均增收 5000 元以上。

盈 利 产 品 多 样 化 。 每 年 销 售 花 生 秧

300 吨、花生饼 90 吨，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

20万元。

产业发展生态化。牛粪入土，改良了土

壤，降低了污染，花生饼可用于肉牛饲养，牛

粪堆积发酵供应农户种植花生，每年可解决

5000 余亩的秸秆禁烧难题。

“目前，我市乃至全省在资源禀赋上和

杨林庄相似的村庄较多，丁建辉创新的这一

模式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不但提供了切

实可行的发展模式，也真正让农业变成有奔

头的产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

园，让农民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市畜牧局

局长赵志伟说。

（本报记者 田秀忠）

——记叶县常村镇杨林庄村驻村第一书记丁建辉

在贫困村建起“托牛所”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8 月 26 日，记者从市畜

牧局获悉，近期，按照《河南省畜牧局关于下达

2019 年全省畜产品兽药饲料质量安全监测计划

的通知》《河南省畜牧局关于开展 2019 年屠宰环

节“瘦肉精”监督检测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我市

实际，市动物卫生监督所认真开展动物及动物产

品兽药残留监控及“瘦肉精”监督检测工作，目前

已完成抽样检测 420份。

畜产品兽药饲料质量安全监测，是实施畜产

品质量安全监测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为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提供决策依据、依法加强畜产品安

全监管的重要手段，也是采取针对性预防控制措

施、不断提高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确保不发生重

大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重要技术支撑和措施。

为强化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高畜产品质量安全

风险管控能力，按照省畜牧局制订的监测计划，市动

物卫生监督所科学制定监测工作实施方案，严格遵

守《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管理办法》《河南省畜产品

质量安全风险监测管理办法》和农业农村部制定的

有关操作要点要求，严格抽样和检测工作程序，对畜

产品、生鲜乳、“瘦肉精”、兽药及饲料等开展监督抽

检和风险监测工作。实行随机抽查工作机制，被抽

查对象和抽查人员采取“双随机”方式确定，确保所

抽样品应能代表当地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并及时

上报检测结果，保证监测结果的准确性、代表性、合

理性。为确保检测工作质量，所需“瘦肉精”试纸卡

等用品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统一采购。同时，提高

抽检、打击联动效果，拒绝抽检的单位按样品不合格

处理，针对抽检过程中发现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及时组织力量依法严肃处理。

开展兽药残留监控
抽样检测“瘦肉精”

我市加强
畜产品安全监管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2019 年以来，在为我市

畜牧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的前提

下，市畜牧局补短板、强弱项、抓提升，进一步丰富

了脱贫攻坚的生动实践。”8 月 26 日，市畜牧局相关

负责人说。

近年来，市畜牧局立足自身职责，充分发挥行

业优势，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以产业发展攻坚助

力脱贫攻坚，夯实产业基础，增强畜牧产业带贫能

力。2018 年上半年全省动物疫病分析会商暨提升

防控体系建设水平助力畜牧产业扶贫推进会在我

市召开，全省农牧业产业扶贫现场会在我市召开，

今年 5 月，市畜牧局获得全市脱贫攻坚“鹰城榜样”

先进集体称号。

田间立好“千头线”。市畜牧局依托国家农业

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暨农业绿色发展试点先行

区建设，坚持把扶贫开发与农业绿色发展相结合，

创新推广了“百亩田、千头猪”养殖扶贫模式（简称

“千头线”）。由于该扶贫模式具有用地少、造价低、

环境好、出栏快、无外排、无污染等特点，相比单纯

种植粮食作物收入，“千头线”经济效益更加显著，

能够带动更多的贫困户实现就业与增收，是我市畜

牧产业扶贫的重要手段之一。该项目被农业农村

部有关领导和业内专家称为“树立在田间地头的扶

贫车间”。目前，全市已建成带贫“千头线”330 条，

带动 7231 户贫困户增收。

动员千企带万户。在全市选取种养结合、规模

较大、社会责任感强的宝丰康龙、叶县国润等畜牧

企业，加大在政策性项目、发展资金、技术等方面的

倾斜与服务，帮助企业做大做强，使其在畜牧产业

扶贫中发挥较强的“头羊效应”。目前，全市已动员

37 家畜牧企业参与畜牧产业“千企带万户”活动，共

带动贫困户 5233 户 11143 人增收。

深入抓好技术培训。市畜牧局成立由省市专

家、乡土拔尖人才等组成的畜牧技术扶贫专家团，

开展送技术下乡活动，对扶贫基地、带贫龙头企业

和“千头线”新进从业人员开展现场指导；对有意愿

到带贫基地和企业务工的贫困户、有意愿发展养殖

脱贫的贫困户进行技术培训。目前，全市组织畜牧

养殖技术培训 23场次，培训人员 1251 人次。

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市畜牧局加强了畜牧企业

与贫困户之间的利益联结，形成了持续稳定的脱贫

帮扶机制，实现了企业发展与贫困户增收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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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畜牧局成立了由省市专家、乡土拔尖人才等组成的畜牧技术扶贫专家团，开展送技术下乡活动，对扶贫基地、带贫龙

头企业和“千头线”新进从业人员开展现场指导，对有意愿到带贫基地和企业务工的贫困户、有意愿发展养殖脱贫的贫困户

进行技术培训。图为市畜牧局专家近日深入郏县茨芭镇进行养殖技术培训。

本报记者 田秀忠 摄

送技术下乡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8 月

26 日，记者从市畜牧局获悉，面

对非洲猪瘟检疫监管的严峻形势

和艰巨任务，全市各级动物卫生

监督和畜牧兽医执法机构上下齐

动员，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充分认

识非洲猪瘟疫情危害的严重性和

防控工作的紧迫性、艰巨性和复

杂性，强化属地管理，严格落实各

项措施，切实做好检疫监管工作。

强化产地检疫，督促养殖场

（户）落实主体责任，按规定申报

检疫，监督货主在装载前、卸载后

对 运 输 车 辆 进 行 彻 底 清 洗 、消

毒。按照检疫规程规定的检疫对

象、检疫程序和检疫条件对生猪

实施检疫。

强化屠宰检疫，督促生猪屠

宰企业按照规定申报检疫。全面

落实屠宰检疫制度，严格按照生

猪屠宰检疫规程和国家要求实施

屠宰检疫，强化对调运生猪的临床健

康检查和屠宰生猪的待宰静养、宰后

检疫，重点检查疑似非洲猪瘟临床症

状，监督生猪屠宰厂（场）开展非洲猪

瘟检测工作。

做好检疫记录，建立健全动物检

疫各项记录表单并整理资料归档，确

保检疫工作全程有记录、有资料、可

追查。

加强执法队伍管理，做好非洲猪

瘟检疫技术培训，提高官方兽医识别

非洲猪瘟能力。

加强无害化处理监管，密切关注

无害化处理数量变化，监督养殖场

（户）、屠宰企业做好病死猪及其产品

无害化处理工作，严防病死猪及其产

品流入市场。

截至目前，我市已备案运输生猪

车辆407辆，建成临时公路检查消毒点

29个、运输车辆洗消中心 49个，确保了

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零发生。

确保了重大动物疫病零发生

我市扎实做好
非洲猪瘟检疫监管

市畜牧局围绕突出问

题、重点区域、薄弱环节和

重要节假日等关键时期，

开展生猪屠宰监管“扫雷

行动”、畜禽产品抗生素禁

用化合物及兽药残留超标

专项整治、蛋禽质量安全集

中治理行动、猪牛羊“瘦肉

精”专项整治等畜产品质量

安全整治活动，严厉打击违

法行为。图为市畜牧综合

执法支队执法人员 8 月 23

日在市区一家动物诊疗机

构检查兽药使用情况。

本报记者 田秀忠 摄

开展畜产品
质量安全整治

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科学制定监测工作实施方案，严格遵守《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测管理办法》《河南省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管理办法》和农

业农村部制定的有关操作要点要求，严格抽样和检测工作程序，对畜产

品、生鲜乳、兽药及饲料等开展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工作。图为市动物卫

生监督所执法人员近日在平顶山市爱鑫肉食品有限公司开展监督检

查。 本报记者 田秀忠 摄

监督抽检肉制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