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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省已建立 400 多条集中
定点屠宰线、309个屠宰检疫申报点，
并全部纳入动物卫生监督管理信息化
平台。2020 年，全省通过预警和应急
预案处理，成功处置 14 起突发非洲
猪瘟疫情。在让群众吃上放心肉的同
时，动物疫病风险防范能力得到明显
提升。

    
规范管理亟待强化

    
从 10 多年前开始，富民县农户

老张经常往返于富民县、武定县、禄
劝县从事生猪购销，是当地小有名气
的猪贩子。老张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过去他在农村购买生猪后，趁着当地
或附近赶集日，就地自行屠宰后到乡
镇防疫部门报备，防疫人员到现场检
测，合格后即可上市销售，屠宰、检测、
运输等成本仅约 300 元。现在，国家
不再允许私自屠宰，老张收购生猪后，
要运到县城的定点企业进行屠宰，运
输、屠宰、检验检疫等成本约 600 元，
是以前的两倍。

从老张的账本来看，实行集中屠
宰后，对农村生猪商贩来说，购销成
本明显增加。这也是不少中小养殖企
业、合作社、养殖户以及中间商的共
同感受。

记者从云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
到，近年来，包括生猪屠宰在内的全
省畜禽屠宰行业标准化生产能力稳步
提升，目前全省有大型屠宰加工企业
24 家。但是，总体上云南的定点屠宰
企业基础设施条件不完善，边远农村
地区定点屠宰备案点较少，屠宰技术
和设备落后、产能低，大多数屠宰点
缺乏冷链物流设施，这些因素在一定
程度上推高了定点屠宰成本。此外，
生猪定点屠宰还存在监管不到位、管
理规范化滞后等问题。

    推进标准化建设
    
云南省非洲猪瘟防控应急指挥部

有关人员指出，加强屠宰管理，实施
定点屠宰，有利于控制动物疫情传播，
防止病害肉上市和环境污染，让大众
吃上放心肉，从而助推生猪产业发展
规范化、法治化。面对生猪定点屠宰
场存在的问题，下一步，云南将精准
施策，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定点
屠宰专业化发展和转型升级。

首先，将在省级层面打造一批具
有较强生猪屠宰加工能力的企业，以
此为示范，逐步提高全省猪肉制品的
精深加工能力。目前，山东金锣、云
南德和、云南神农等生猪屠宰精深加
工项目建设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中。

其次，在小型屠宰场（点）数量
只减不增的基础上，严格管控定点屠
宰场的审批。全面落实企业肉制品品
质检验制度和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制
度，通过定点屠宰和检验监测，严厉
打击非法添加使用“瘦肉精”、私屠
滥宰、屠宰加工病死猪、猪肉注水注
药等违法行为。

再次，支持屠宰企业完善低温加
工、储存等冷链设施，健全冷链配送
体系，减少活畜禽长距离调运。稳步
推进和鼓励屠宰企业向上下游延伸产
业链，构建集养殖、屠宰、加工、配送、
销售于一体的经营模式。

最后，在农村地区，将全面完善
包村包场排查机制，实施配套监管措
施，将管理管控责任落实到个人。并
通过“公司 + 家庭农场”“以大带小”
等成功经验，帮助合作社、有资质的
农村养殖企业，加快提升规模养殖场
标准化、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
构建技术好、设备新的屠宰生产线，
以降低屠宰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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