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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是畜牧业生产大市，
畜禽年饲养量2 . 6亿头只，动物疫
病防控任务繁重。为保障全市动
物卫生安全、公共卫生安全、食
品安全和环境生态安全，适应青
岛市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需要，
青岛市从1999年开始实施国家无规
定动物疫病区(简称“无疫区”)建
设项目，先后投入近1 . 2亿元，加
强动物疫病防控“硬件”和“软
件”建设，建立较为完善的动物
疫病诊断测报、预防控制、动物
卫生监督执法、动物防疫屏障、
无害化处理等体系，通过农业部
评估验收，成为国家免疫无口蹄
疫和免疫无高致病性禽流感区无
疫区。

自无疫区建立以来，全市动
物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下降，连
续多年未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
情，猪、大牲畜和禽的死亡率比
项目实施前分别下降 5 . 4个百分
点、3 . 2个百分点和9个百分点，直
接经济损失减少4亿多元；相继通
过日本、欧盟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出口认证，畜产品出口创汇大
幅度增加，年出口额4 . 5亿美元，
约占全省的1/3，肉鸡、肉兔出口
分别占全国的1/10和3/5，居全国
前列。

加大财政投入，开展认证认可

增强动物疫病诊断测报能力

加强动物疫病病原学检测能
力建设。按照国家兽医实验室省
级建设标准，投资6800多万元建设
了 青 岛 市 动 物 疫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动物疫病诊断监测实验室面
积达3500多平方米，生物安全级别
达BSL-2以上(部分达到B2级)，配
备 各 种 检 测 仪 器 设 备 1 8 0 多 台
(套)，具备对禽流感、口蹄疫、猪
瘟等17种动物疫病以及4种食品微
生物进行检测的能力。在黄岛、
平度、莱西、胶州、即墨五个畜
牧业发达的区市，增设了动物疫
病病原学检测实验室，配备了PCR

仪等相关检测设备，投资1200万元
补充更新了区市、基层站两级兽
医实验室仪器设备4530台(套)，提
高了对口蹄疫、禽流感等重大动
物疫病监测、风险评估和预警预
报的能力，为在免疫条件下有效
掌控全市动物疫病流行情况提供
了科学依据。

积极开展兽医实验室认证认
可。2004年，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心实验室分别通过了实验室认
可(CNAS)和实验室资质认定(计量
认证 )，近年来，共参加CNAS组
织的能力验证15次，参加国家、省
实验室比对22次；组织指导各区市
开展兽医实验室认证、考核培训17

次，7个区 (市 )兽医实验室均通过
了农业部兽医实验室考核和省级
计量认证，规范了动物疫病诊断
监测行为，提高了检测水平。

加强规定动物疫病监测、流
行病学调查和风险评估。市畜牧
兽医局会同市财政局每年制定下
发《青岛市动物疫病监测计划及
实施方案》，落实口蹄疫、禽流
感 等 规 定 动 物 疫 病 监 测 任 务 和
市、区市两级动物疫病监测配套
经费，每年完成各类动物疫病检
测样品27万余份，其中口蹄疫、禽
流感等病原学检测4 . 5万个，血清
学检测23万份，并建立了规范、齐
全的动物疫病监测档案，实现了

监测证明无疫的目标。同时，制
定相关工作方案加强了高致病性
禽流感、牲畜口蹄疫等动物疫病
的流行病学调查，及时掌握全市
动物疫情流行动态，每季度对重
大动物疫病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
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和评估，针
对风险因子制定切实可行的防控
对策和措施。

加强队伍建设，创新防控机制

增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能力

加强动物防疫机构和队伍建
设。改革基层动物卫生与产品质
量监督站(下简称“基层动监站”)

管理体制，实行人财物“三权归
县”、垂直管理；投入2500多万元
对60处基层站化验室、培训室、档
案 室 、 信 息 室 、 办 公 室 、 值 班
室、物资储备库等进行了重新建
设，分别配备执法车一辆；连续
三年开展以“六化”(设施建设标
准化、队伍管理规范化、工作制
度完善化、档案管理规范化、信
息网络系统标准化、工作流程标
准化)为主要内容的基层动监站规
范化建设活动，全面提升了基层
动物防疫机构工作质量和工作水
平。针对基层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实际，市畜牧兽医局联合市财政
局制定了《关于加强基层动物防
疫 安 全 协 管 员 队 伍 建 设 的 意
见》，对全市村级动物防疫员实
行改革，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择优”的原则，实行公开招
聘，全市基层防疫安全协管员队
伍达到 4 7 1人，建立起一支专业
化、职业化、年轻化的基层动物
防疫和畜产品安全协管员队伍，
夯实动物防疫和畜产品质量安全
基层基础。

创 新 防 控 工 作 机 制 。 建 立
“青岛市动物防疫监督信息管理
系 统 ” ， 对 动 物 存 养 、 免 疫 消
毒、补免、检疫、疫病监测等情
况进行实时掌控；推行规模化畜
禽饲养场和养殖大户程序化免疫
制度，确保动物始终处于有效保
护状态；建立以“五保”(即区市
保投入、部门保质量、镇(街道)保
密度、社区保到户、监督保效果)

为工作手段，以“四不漏”(即强
制 免 疫 不 漏 村 、 不 漏 户 、 不 漏
畜、不漏针)为工作要求，以“五
化” (即强制免疫制度化、程序
化、规范化、公开化、社会化)为
工作规范，以实现应免畜禽免疫
率100%为工作目标的免疫工作机
制；结合实际制定《青岛市动物

耳标管理办法(试行)》，加强耳标
订 购 、 保 存 、 发 放 、 领 用 、 回
收、核销等的管理，实现对动物
调运和疫病防控的可追溯管理。

优化业务工作记录。健全了
疫苗、耳标和消毒剂等防疫物资
领用、发放、回收、核销等管理
记录，完善了免疫消毒、检疫、
疫病监测、流调等工作记录和档
案 ； 实 行 大 型 养 殖 场 配 备 档 案
室、中型养殖场配备档案橱、小
型养殖场配备档案盒、散养户配
备 档 案 袋 的 分 级 分 层 次 管 理 制
度，实行规范化管理；按照“谁实
施、谁记录、谁检查、谁签字、谁负
责”的原则，建立了畜禽养殖场(户)

法人、防疫安全协管员和监管兽医
三级签字工作记录制度，明确了免
疫接种、免疫效果评估、免疫失
败追溯、疫病采样监测等工作责
任 ， 实 行 “ 一 条 线 ” 可 追 溯 管
理。

健 全 完 善 动 物 防 疫 冷 链 体
系。做到疫苗等防疫物资运输由
市到区市、区市到基层站必须有
冷藏车，基层站到防疫安全协管
员 和 规 模 化 养 殖 场 必 须 有 冷 藏
包；要求市、区市疫控中心均健
全冷库和冷风库，基层站、防疫
安全协管员和规模化养殖场均健
全冰箱和冰柜，确保疫苗运输和
保存条件，保障免疫质量和免疫
效果，真正实现免疫建立无疫。

建立防疫屏障，构建长效机制

增强动物疫病防堵能力

构建有效动物防疫屏障。一
是在与其他地区交界处，共设立
道路警示牌34个，警示向进入青岛
地区运输动物及动物产品的人员
和车辆遵守无疫区内各项管理规
定。由青岛市重大动物疫病指挥
办公室协调交通、公安等部门，
在进入青岛地区的57处道路检查站
和收费站，对运输动物及其产品
车辆进行监督检查，严禁染疫和
疑似染疫地区的动物及其产品进
入青岛市。二是抓好空港海港动
物卫生监督检查站、动物检疫隔
离场建设和运营管理。投入1200万
元在青岛飞机场和前湾港新建了
两处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和配套
建设了两处动物检疫隔离场，实
现了对从海空直接进入青岛市的
动物及动物产品进行有效控制，
有效防堵外疫侵入。

构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长
效 监 管 工 作 机 制 。 市 政 府 出 台
《关于加快构建病死动物无害化

处理监管长效机制的通知》(青政
办〔2013〕115号)，按照“属地管
理、企业主体，统一收集、集中
处理，配套联动、综合治理”的
工作思路，在五个畜禽养殖量较
大的区市，以PPP模式分别建设1

处无害化集中处理厂，全市病死
动物日处理能力达100多吨；开发
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监管模块和
APP，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
网 技 术 ， 将 病 死 动 物 申 报 、 确
认、收集和处理等环节全部纳入
在线化管理，实现了病死动物无
害化处理即时化、数据化、透明
化监管，有效降低动物疫病发生
和蔓延，净化了环境，实现病死
动物无害化处理全覆盖。

加强立法工作，规范执法行为

增强动物卫生监督执法能力

(一)加强立法工作和执法体系
建设。一是制定了《青岛市无规
定动物疫病区管理条例》，从法
律层面对动物疫病区域划管理、
动物移动控制、动物病料采集和
运输、动物粪便的调运、餐厨垃
圾饲喂动物等进行了严格界定。
二是完善全市动物卫生监督执法
体系。按照国家兽医管理体制改
革要求健全了市、区市、乡镇三
级动物卫生监督执法机构。

(二)开展行风规范行动，提高
执法能力。一是在全市动物卫生
监督机构中开展贯彻落实畜牧兽
医行政执法“六条禁令”和市畜
牧兽医局“十严格”“十严禁”
行风规范活动，切实增强法律意
识、责任意识，规范执法行为。
二是提升动物检疫工作水平。完
善了动物产地检疫流程，对出栏
动物要求提前一周申报检疫，并
采样进行重要动物疫病实验室检
测，有效保障了动物产地检疫质
量；通过春秋集中免疫、夏季补免
以及每周官方兽医监管和巡查，及
时掌握动物出栏时间和具体状况，
监督养殖户及时依法申报检疫，畜
禽产地检疫率达76 . 5%，其中家禽
产地检疫率达96%；严格落实动物
屠宰场官方兽医派驻制度，按规程
严把入场监督查验、检疫申报、宰
前检查、检疫检验同步等各个关
口，屠宰检疫率达100%。三是加
强动物卫生执法工作。实行日常
监管与专项整治相结合，重点打
击 逃 避 检 疫 、 随 意 抛 弃 病 死 动
物、贩卖病死动物、倒卖证章、
饲喂“泔水猪”等违法行为；不
断 完 善 联 打 联 动 和 检 打 联 动 机

制，加强与相关部门、刑事司法
系统的衔接联动，严厉打击各种
违法行为，年查办案件300多起，
罚款40多万元。

完善预案流程，落实应急措施

增强动物疫情应急管理能力

(一)完善动物疫情应急预案。
一是按照国务院《重大动物疫情
应急条例》要求，结合无疫区建
设工作实际，对《青岛市突发动
物疫情应急预案》进行了修订；
制定了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
等5个重大动物疫病应急处置工作
规 程 ， 完 善 了 应 急 处 置 工 作 机
制，优化了应急处置工作流程。
二是加强应急队伍建设，完善应
急指挥系统运行机制。定期进行
应急培训和演练，确保一旦发生
疫情能够拉得出、冲得上、打得
赢。形成了以专家队伍为指导、
专业队伍为主体、志愿者队伍为
辅助的专业应急处置运行机制。
三是强化应急值守。完善了应急
值班制度和值班细则，对重大动
物疫病防控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以
及重大动物疫情日报告制度，保
证了应急工作的正常运转。四是
积极开展应急演练。市和区市防
控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每年都开
展应急演练，锻炼队伍，提高应
急能力，并通过信息化手段，提
高全市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演
练的实时协调指挥和实战化处置
能力。

(二)加强应急物资储备管理。
市畜牧兽医局会同市财政局专门
制定下发了《青岛市重大动物疫
病防控物资管理办法》，明确了
市、区(市)、基层(镇、街道)三级
应急物资储备品种与标准，要求
各级各有关单位建立完善物资出
入库、发放、回收、核销等应急
物资储备管理制度，健全防潮、
防火、防鼠蝇、防盗等设施，确
保应急防疫物资足额储备、质量
保障。

(三)建立健全染疫动物扑杀评
估机制和补贴政策。制定了《青
岛市染疫动物强制扑杀补助管理
制度》，对扑杀补偿范围、补偿
标准、经费来源和申报程序进行
了规范，确保染疫动物能够及时
扑杀，疫情得到快速扑灭，防止
因补贴不及时、足额到位引发疫
情扩散蔓延。

适应形势要求，积极开发创新

增强动物疫病信息化管理能力

按 照 “ 顶 层 设 计 ， 统 一 开
发、分级负责、互联互通、信息
共享”的原则，开发建设青岛市
畜牧业安全监管信息系统，建成
市、区(市)、乡镇三级畜牧生产、
疫病防控、检疫监管、畜产品安
全、屠宰管理、无害化处理、兽
药 饲 料 、 畜 产 品 溯 源 、 兽 医 管
理、应急管理、网格化管理、行
政执法、项目建设、防腐风险管
控、举报及黑名单、基础应用管
理等信息采集、传输、汇总、分
析和评估能力模块，通过APP实现
对全市动物防疫、检疫、动物卫
生 违 法 案 件 及 时 上 传 、 实 时 监
控、风险评估、警告提醒、溯源
查证，全面提升青岛市动物疫病
防控信息化管理水平。

先后投入近1 . 2亿元，青岛市成为国家免疫无口蹄疫和免疫无高致病性禽流感区无疫区———

青岛肉鸡肉兔出口居全国前列
农村大众报记者 房孝钰 通讯员 刘玉航 李修科

▲实验室检验人员正在精细操作。▲检测人员对鸡进行采血。
看到别人中奖也会止

不住心痒？想买彩票总要
跑腿又感觉好麻烦？闲暇
无聊时想找点乐事打发一
下时间？……我们懂你的
烦恼，也帮你想了一个妙
招 ，送 你 一 个 买 彩 神
器——— 山东体彩推出的

“手机在线”，有了它，让你
躺在家里也能买彩票，动
动手指就能中奖！

悄悄告诉你，“手机在
线”目前还有福利放送噢，
1500万红包大派送活动还
在持续进行，注册送20元红
包，充值100就送50元红包，
如此美事怎能错过？更何
况大乐透还在开展5亿元
大派送活动，用“手机在
线”，领红包、分享派奖奖
金一个都不能少！很多新
加入的小伙伴还不知道怎
么来操作，没关系，以下5

步助您轻松开启“手机在
线”美妙之旅！

第一步：扫描二维码
用户首先扫描二维

码，下载“手机在线”，就可
以参与红包活动。

第二步：下载安装
“手机在线”有安卓和

IOS两个版本，用户可根据
系统提示逐步安装即可。

第三步：注册账户
用户根据提示输入用

户名、密码进行登录账号
注册；根据系统提示输入
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手
机号码等信息，验证通过
后投注账户开通。

第四步：充值
目前您可通过储蓄卡

快捷支付进行充值，同时
可以通过建设银行的网
银、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
进行充值。

第五步：投注
用户登录手机客户端，

选择具体游戏，按界面提示
选择游戏，点击“立即投
注”。目前开售的游戏涵盖
竞猜型、即开型、乐透型共
19款游戏，选择心仪的游戏
就可以投注赢大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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