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长治市动物
疫病强制免疫计划》解

读



    春季气温多变，是非洲猪瘟的高发季节，也

是非洲猪瘟防控的关键时节。春季生猪补栏需求

旺盛，生猪调运频繁，非洲猪瘟发生风险较大，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疫病传播流行。为有效

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确保全市动物疫情稳定

，市局决定在全市开展春季非洲猪瘟防控攻坚行

动，制定本方案。



    落实中央一号文件“抓好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常态化防控”要求，落

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坚持“防风险、保安全、促发展”总体

要求，集中力量，突出抓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努力确保全市动物疫情稳

定。

一、目标任务

二、时间安排

 2023 年 3月 20 日—— 5月 31
日



    （一）开展非洲猪瘟防控技术提升行动。各县区要强化非洲猪瘟防控技术指导，加强

《冬春季非洲猪瘟防控关键技术》《秋冬季生猪常见疫病防控技术要点》《春季猪场非洲猪

瘟防控技术指引》培训，结合技术人员进村入户技术服务，开展巡回指导，督促养殖场户规

范落实人员车辆进出管理、消毒、无害化处理等各项防控措施，及时发现养殖场户防疫漏洞

并督促整改，切实提升生物安全防护水平。

三、主要任务

     （二）开展“大清洗、大消毒”专项行动。各县区要结合

春季集中免疫工作，统筹安排，每月 5 、 15 、 25 号开展一次集

中清洗消毒活动，对生猪养殖场、屠宰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

厂及其周边环境和生猪运输车辆等重点场所全覆盖清洗消毒，确

保有效杀灭非洲猪瘟病毒等病原微生物，切实降低疫病发生风险

。



三、主要任务

    （三）开展不间断排查监测行动。各县区要继续落实养殖、交易、运输、屠宰、无害

化处理环节非洲猪瘟疫情排查和周报告制度，发现的生猪违规调运、买卖以及大量死亡等

异常情况即时上报、即时核查、即时处置。组织开展飞行监测、专项监测、应急监测等行

动，以养殖场、屠宰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厂、生猪运输车辆和外省调入生猪为重点，

科学设置、精确采样，及时准确发现问题漏洞和风险隐患，监测阳性的要严格按照程序及

时上报、果断处置。组织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结合监测情况，及时开展风险评估，发布预

警预报。



三、主要任务

    （四）全面推进动物检疫监督能力提升行动。各县区要严格落实动物检疫申报制度，督

促养殖场户依法申报检疫，严格检疫出证管理，出证前要认真查验动物健康状况、牲畜耳标和

运输车辆备案等情况。严格落实跨大区调运政策和指定通道制度，黎城县指定通道检查站要落

实落细查证、验物、消毒及信息登记等工作，确保市外调入生猪手续齐全、合规合法。严格落

实落地报告制度，建立推动启运地出证与目的地反馈相结合的信息化监管模式，对未确认到达

或超时到达的要及时调查处理。严厉打击调运“三无”畜禽（无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无牲畜耳标

、车辆未按规定备案）、不检疫即出证、违规出证以及违规使用、倒卖动物卫生证章标志等行

为。



三、主要任务

    （五）深入开展屠宰行业管理能力提升行动。各县区要严格落实屠宰环节“两项制度”，配

齐配强官方兽医，督促屠宰企业规范非洲猪瘟自检。要落实屠宰企业非洲猪瘟防控主体责任，

加强生猪运输车辆、屠宰环境和车间消毒，按照“批批检、全覆盖”的要求实施非洲猪瘟自检。

强化屠宰企业监督抽检，行动期间市县两级兽医实验室每月对辖区内生猪屠宰场点全覆盖抽检

一次，抽检阳性的，立即暂停屠宰加工活动，全面清洗消毒，对阳性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 48 小

时后再次检测，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驻场官方兽医要扎实做好日常监管和屠宰检疫，搞形式

、走过场的要严肃处理，坚决清除出官方兽医队伍。发现屠宰企业非洲猪瘟自检造假、屠宰病

死猪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一律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按程序吊销生猪屠宰资格。要深入开展

生猪屠宰企业标准化示范创建，加快小型生猪屠宰点撤停并转，推动屠宰行业转型升级。



三、主要任务
    （六）严格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各县区要加快完善病死动物无害化收集处理体系，确保养

殖、运输、屠宰等各环节全覆盖，做到病死生猪“应收尽收、应处尽处”，严防发生随意抛弃病死猪

等情况。规范病死生猪收集，严格死亡数量、死亡原因核查，一旦发现非洲猪瘟疑似病例或短时间

内生猪大量异常死亡等情况，务必果断流调、溯源、核查、处置。强化无害化处理各环节信息化监

管，严格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申报程序，统一应用牧运通“山西省畜禽无害化处理监管信息系统”

进行填报处理数据，认真做好数据的统计、核查、报送工作。落实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消毒制度，

重点强化运输车辆的冲洗、消毒、烘干，行动期间市县两级兽医实验室每月对无害化处理厂生产车

间、处理后产物、运输车辆以及场内外环境等开展一次监督抽检，发现问题，严格按规范处置，严

防疫病发生传播。各县区要会同相关部门，健全违法案件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等制度，

严厉打击随意抛弃、销售、收购、屠宰、加工病死动物及其产品的违法犯罪行为。



三、主要任务

    （七）深化应急管理。各县区要加强应急值守，严格落实 24 小时应急值班

和领导带班制度，畅通疫情举报渠道，严格疫情线索核查，一旦突发动物疫情

或发现监测阳性动物，要按照“早、快、严、小”原则，果断采取措施，严防疫情

扩散蔓延。要及时完善应急预案，及时调整充实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应急队伍，

组织开展应急培训和演练，定期更新动物防疫应急物资，切实提升重大动物疫

情应急处置水平和实战能力。要高度关注舆情动态，强化舆情跟踪研判，主动

做好热点问题正面引导，避免炒作。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区要充分认识做好春季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

重要性，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提高工作标准，改进工作作风和方法，根据

本方案要求，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明确任务目标，落实各方责任，确保取得

实效。对因工作不到位造成疫情发生、流行产生严重后果和重大损失的，要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坚决追究有关领导和具体责任人的责任。



    （二）加强监督检查。各县区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力

量深入基层，加强督导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确保行动取得实效。市局将采取

信息调度、飞行检查、情况通报等方式，加大督导调度力度，确保各项措施落实落地。

    （三）加强总结反馈。活动结束后，各县区要及时对本次攻坚行动开展情况进行全

面总结，深入查找问题和风险隐患，及时提炼好的经验做法。总结报告和问题隐患台账

于 6月 9 日前书面报至市疫控中心。

四、工作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