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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没收，重拳出击。对其单位和个人没收非法所得，并严加

惩处，加大检疫监管执法力度，从而达到以检促防，防检结合

的目的，促进动物防疫工作的顺利开展。
3.2 规范生物制品市场，防疫用品实行专管

3.2.1 严格贯彻有关生物制品生产、管理、使用的法规，依法

治理生物制品生产经营环境。合格的预防用生物制品是保证

免疫质量的关键。按照《动物防疫法》规定各级动物防疫监督

机构要加大对生物制品管理法规的宣传力度，县级以上畜牧

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辖区内兽用生物制品的管理，一手

抓供应，一手抓管理。要充分发挥行政法规、规章的管理作

用，依法打击无证经营或不具备保管条件而经营生物制品的

活动。确保生物制品质量。
3.2.2 宣传、普及预防用生物制品使用常识。控制动物疫病

的关键在预防，预防用生物制品是特殊商品，它要求特定的

生产、运输、贮存条件，在各个环节如达不到条件要求，也就

不会产生生物制品应有的作用。为此，加强兽用生物制品使

用常识的宣传，加强对动物免疫程序重要性的宣传，使广大

养殖户能在防疫人员的指导下正确地使用生物制品。使用者

必须按照兽用生物制品说明书及瓶签上的内容及农业部发

布的其它使用兽用生物制品的规定使用。同时各级动物防疫

监督机构要按照《动物防疫法》对畜禽饲养场（户）免疫档案

和防疫条件进行监督检查。
3.2.3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及时监测抗体水平。尽快立项重

建县动物疫控中心药械库房、畜禽看病门诊、重大动物疫病

应急物资储备库、疫苗冷藏专库、动物防疫实验室。配备相适

应的设备和专职人员，定期对畜禽饲养场饲养的畜禽进行抗

体监测，监督免疫质量，为掌握全县动物免疫抗体水平提供

可靠的依据。
3.2.4 要重视兽用生物制品的管理工作。根据国务院的要

求，动物防疫是政府行为，做好动物防疫工作，减少疫病的发

生和流行是畜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是保障畜产品安

全的根本措施之一。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兽用生物制品管理

工作，协调有关部门，提前做好生物制品品种和剂量的计划

上报和政府组织统一招标采购工作；做好生物制品专车冷藏

运输和冷库储存；做好生物制品计划分配表，以合理分配利

用，减少浪费；监督检查各级冷链体系建设和运行情况。加大

行政执法力度，净化生物制品市场，只有全方位、多角度、各
阶层齐抓共管，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动物防疫质量，抵御

疫病发生，保证畜禽安全，构建健康和谐，促进科学发展。

近年来，山东省临沂市把无公害畜产品认证作为发展品

牌畜牧业的一项重要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宣传发动，实

行量化考核，制定奖励政策，促进了无公害畜产品认证工作扎

实开展。目前，全市共有 59 家养殖加工企业的 137 个畜产品

获得了无公害、绿色、有机认证，分别达到 46 个、65 个、26 个，

涉及生猪、猪产品、鲜鸡蛋、活鸡、鸡肉、鸭产品、兔肉、乳鸽、鸽
蛋、蜂蜜等十几个品种，今年另有 31 家养殖加工企业获得了

省无公害产地认定，6 家通过了无公害现场检查和水质抽检，

20 家申报了无公害认证材料。2010 年 12 月，我市被农业部授

予“全国无公害农产品标志推广与监管示范市”称号。
1 具体工作开展措施

1.1 加强领导，成立机构

为加强无公害认证工作的组织领导与管理，从 2006 年

5 月份开始，市、县畜牧部门具体明确了无公害认证管理机

构，均设在生产科或业务科，固定科室人员，专门负责无公害

认证现场检查、组织申报、材料审核和业务指导，为养殖加工

企业搞好系列优质服务，促进了认证工作的扎实开展。
1.2 下发文件，明确要求

一是为树立品牌效应，实施品牌战略，努力打造品牌畜

牧业，2007 年 1 月，市畜牧局以临牧生字[2007]1 号文件下发

了《关于加强无公害畜产品认证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县区制

定计划和任务目标，明确责任；搞好宣传发动、指导服务和登

记备案。同时对认证企业及产品实行每季度统计、每半年通

报，推进认证工作平衡开展。二是及时转发省局印发的《关于

明确无公害畜产品申报认定程序的通知》、《无公害畜产品管

理实施办法》、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认真现场检查评定细

则》、《申报无公害畜产品流程简图》、《关于加强无公害畜产

品产地认定、产品认证审核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并提出工作

要求，使认证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促进认证工作规范

化、制度化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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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广泛发动，搞好培训

一是通过会议强调、电话联系、发放便函、个别动员、结
合春秋两季防疫和畜牧生产督导检查等形式，广泛宣传推行

标准化生产、加强无公害认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认证

带来的明显经济效益，调动企业申报无公害认证的积极性。
二是 2009 年以来，组织专家先后在费县、临沭、沂南、郯城、
平邑、沂水等 8 县举办畜牧业标准化生产培训班，把无公害

认证作为培训的一项重要内容，培训养殖场负责人、管理人

员、乡镇兽医站长 1000 余人，就认证条件、申报程序、材料组

织、注意事项等进行详细讲解，收到明显效果。三是选派市、
县认证工作人员分别参加了 2007~2010 年农业部在贵阳、厦
门及省局在威海、济南、东营等地举办的无公害认证培训班，

提高了认证工作管理水平。四次组织 199 家企业技管人员参

加了部、省举办的无公害内检员培训班，为下步认证工作开

展奠定了基础。
1.4 创新宣传，扩大影响

一是市畜牧局把通过产地认定、产品认证的企业及认证

产品及时通过《临沂畜牧简报》印发到省市有关领导、各县区

畜牧局及有关新闻媒体，《沂蒙晚报》、《齐鲁晚报》等予以刊

登，并上市局局域网宣传。二是结合生态城市建设，2008 年

联合临沂日报社和市电视台。农科频道对 10 家获无公害认

证的企业及产品免费进行了专题报道。三是联合评选沂蒙优

质农产品十佳及知名品牌。参选条件之一必须是获得无公害

以上认证的农产品。为充分提升沂蒙优质农产品品牌形象，

加快生产标准化、经营规模化、营销品牌化进程，2010 年经

市政府同意，由市优质农产品基地品牌办、市财政局、畜牧

局、林业局及市电视台等单位组织，通过媒体广泛宣传，公众

投票、专家评审、领导审定等方式，评选出首届沂蒙优质农产

品知名品牌 30 个、十佳品牌 10 个（畜产品品牌分别 2 个、9
个），并于 7 月 2 日晚举办了隆重的颁奖典礼进行表彰。今年

第二届评选活动候选产品名单（畜产品品牌 14 个）已在沂蒙

优质农产品网公示，并进入公众投票阶段。
1.5 量化指标，纳入考核

为切实促进无公害认证工作开展，市畜牧局将无公害认

证工作列入县区局年度百分考核的重要内容，量化指标，分

解任务。要求市政府命名的市级标准化养殖示范场，凡是标

准化程度高、规模大的，积极重点地组织申报。规定每县区年

内申报或通过无公害等认证的畜产品达到两个，完不成任务

的每少一个扣 2 分。
1.6 出台政策，给予奖补

一是市奖励机制。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沂蒙优质

农产品基地建设，大力发展高效品牌农业的意见》（临发

[2009]29 号）规定，市财政局制定印发了《临沂市优质农产品

基地和品牌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临财农〔2010〕8
号）。2010 年市财政拿出 1000 万元专项资金，奖励补助优质

农产品基地建设、三品认证。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对当年度新

获得无公害、绿色、有机认证的农（畜）产品每个分别奖励 1
万元、2 万元、3 万元，同一单位奖励最高不超过 4 万元。另外

拿出 600 万元资金，对获得首届沂蒙优质农产品十佳和知名

品牌的企业及产品，从 2010 年 12 月到现在，在山东卫视黄

金时段进行集中宣传推介。2011 年市财政拿出 1260 万元专

项资金，继续对优质农产品基地品牌建设进行奖补和宣传。
二是县区奖补政策。为提高生猪生产水平，莒南县畜牧局、财
政局制定了《2010- 2011 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使用实施

方案》，对养殖场通过无公害、绿色、有机畜产品认证的，每场

分别补助 1 万元、3 万元、5 万元。今年 4 月，沂南县政府表彰

奖励 2010 年度全县优质农产品基地和品牌建设先进单位，

对年度获无公害、绿色、有机畜产品认证企业分别奖励 0.5
万元、1 万元、2 万元；对获市优质农产品知名品牌企业奖励

1 万元；对获年度省著名商标企业奖励 3 万元，用于畜产品

品牌奖励资金达 60.5 万元。通过市县奖励政策推动，有效调

动了养殖加工企业的认证积极性。
2 无公害认证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2.1 加强后续管理，确保产品安全

我市对每个获证养殖加工企业均派驻监管兽医，从产

前、产中、产后实行全程监管。督促其严格按照无公害生产要

求，建立健全养殖档案，详细做好畜禽存出栏、用药用料、防
疫消毒、疫情监测、无害化处理、产品销售等记录，并不定期

进行监督检查，提高了认证企业标准化生产水平，确保了畜

产品质量安全。
2.2 品牌价值提升，经济效益明显

据调查，2010 年我市无公害畜产品获证企业纯收入

4.68 亿元，30 余家认证后品牌价值明显提升，经济效益明显

增加，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如莒南县华元牧业及泉河养殖

场年产肉鸡 100 万只，认证后每只增加纯收入 0.5 元，年增

利润 50 万元；12 家无公害生猪认证企业年出栏生猪 5.46 万

头，每头增加纯收入 20 元，年增利润 110 万元。临沭县宏兴

养殖场养殖草鸡 3.5 万只，认证后草鸡蛋销售价格达 20 元

/kg，翻了一番多，年增利润 300 多万元。
我市开展无公害认证 5 年来的实践证明，无公害认证是

养殖加工企业提高标准化生产水平，提升品牌价值，确保畜

产品质量安全，增强市场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帮助企业搞好申报材料组

织、上报材料审核，加强认证前技术指导、监督检查和获证后

监督管理，推动我市无公害畜产品认证工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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