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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组织领导
实施“放心肉”工程
开展“放心肉”工程，确保人民群众肉

食品消费安全，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职
责所在。近年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生
猪屠宰管理工作，特别是新修订的《生猪屠
宰管理条例》实施后，我县更是将实施“放
心肉”工程列为县政府为民实事工程之一，
进行专门部署，并出台相关政策予以重点
扶持，有力地推进了工作的开展。县政府专
门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屠宰
工作的实施意见》，调整加强了定屠委员会
成员，分管县长亲自抓，多次主持召开专题
会议，研究部署工作，落实相关责任，形成
了工作合力。同时，积极利用在媒体上报
道、张贴海报等形式广泛宣传相关法律、法
规，形成领导重视、群众知晓、企业参与的
良好氛围。《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实施一周
年期间，在《今日新昌》、新昌广播电台和网
络信息平台专题报道生猪屠宰企业的发展
变化和实施“放心肉”工程进展情况，营造
了人人关心肉品质量安全的社会氛围。

注重规划引领
推进屠宰场（点）建设

科学、便民、有序地设置屠宰场（点）是
推进定屠工作的关键。为了认真科学抓好
这项工作，县服务业办努力克服全县屠宰
场（点）设施简陋、条件差的现状，着手编制

《新昌县屠宰场（点）设置规划》，组织人员
深入各乡镇走访调研，拟订草案，牵头召开
部门联席会议进行座谈论证，制定出台了

《新昌县生猪定点屠宰场设置规划实施方
案（试行）》。根据规划，我县设置城区大型
机械化屠宰厂 1家；设置乡镇小型屠宰场

（点）6家，分别为回山镇、大市聚镇、沙溪
镇、小将镇、儒岙镇、澄谭镇的镇政府行政
所在地；在东茗乡、双彩乡、城南乡、巧英
乡、镜岭镇 5个乡镇设立临时屠宰点。

抓好定点屠宰场（点）建设是搞好定屠
工作的基础，县政府连续三年把县机械化
屠宰厂迁建项目列入县重点建设项目，在

县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在各有关部门
的大力协助下，县服务业办会同食品总公
司通过艰辛努力，县机械化屠宰厂迁建项
目于 2011年 10月建成并投入使用。该项
目总占地 19000平方米，一期工程建筑面
积 6200平方米，总投资 2000万元，配置机
械化自动屠宰生产线 2条，日屠宰加工设
计能力每小时 150头，班产能力达到 500
头以上，是迄今为止绍兴市硬件设施最齐
全、功能最完善的定点屠宰企业。另外，我
县乡镇屠宰场（点）的提升改造工作进展较
快，2008年来，县食品总公司已投资 100多
万元，改造完成了 5个乡镇的临时屠宰点
建设。

整合定屠资源
抓好定屠扩面工作
在做好全县面上定屠工作的同时，县

服务业办重点突出了定屠扩面工作。为确
保建成区两个 100％，县政府于 2009年年
初发出通告，重新确定了以羽林、南明、七
星三个街道为主的城区生猪定屠范围，并
就加强生猪检疫、肉品检验以及严格市场
准入制度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县城定点屠
宰扩大到建成区的三个街道范围；结合县
定点屠宰厂落成，2011年 11月份开始，及
时将澄潭、梅渚两镇划入县定点屠宰厂定
屠范围。

为确保定屠扩面工作得到有效落实，
县服务业办会同食品公司切实做好各项工
作，对屠工屠商进行了大量走访调查和相
关座谈。并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进
行广泛宣传，在三个街道及澄潭、梅渚的主
要集贸市场悬挂横幅，宣传定屠政策法规
及“放心肉”的工艺流程，得到了广大屠工
屠商的理解和市民群众的支持，为生猪定
点屠宰工作顺利推
进营造了一个良好
的社会环境。同时，
为进一步提高肉品
质量，防止肉品二
次污染，根据相关
精神，率先在县定
点屠宰厂实施定屠
区域内推行白肉集

中配送制度，由县财政拨出专项资金，对定
点屠宰厂及白肉运输进行补贴，并逐步完
善白肉配送管理制度，使白肉集中配送制
度化、规范化。同时，不断创造条件，推行全
县农村白肉配送制度，最终确保全县人民
真正吃上“放心肉”。

加大支持力度
强化全过程监管

为进一步保障实施“放心肉”工程，县
政府给予积极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每年投
入“放心肉”工程扶持资金 100余万元，用
于猪肉储备、稽查车辆、屠宰设施配备和

“放心肉”工程建设，以及对重点屠宰企业
的检测设备和无害化处理设施给予补助。

在实施“放心肉”工程工作中，我县
以“安全、绿色”为核心，加大投入力
度，依法加强生猪饲养、屠宰、加工、流
通各个环节的监管，建立健全了从生猪进
场到“放心肉”出厂的全过程、无缝隙的

“链条式”监管体系，对屠宰场从卸猪台
到无害化处理间等 7个主要环节实施全程
有效监控，保证肉品质量。目前，我县屠
宰企业均建立了无害化处理制度、运输管
理制度、卫生消毒制度、生猪产品缺陷召
回制度、屠宰加工及产品管理制度和生猪
进厂 （场） 检疫台账、生猪产品出厂
（场） 销售台账、肉品品质检验台账等
“十项制度”和“六本台账”，通过对入厂
（场） 生猪的产地、检疫结果和出厂肉品
流向进行登记管理，实现了肉品质量追溯
制度，做到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的不入
场，未经肉品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不出
场，对发现病死或死因不明的生猪一律实
行无害化处理。2011年，全县定点屠宰生猪
近 7万头，共检出病害猪 660头，全部进行

了无害化处理。

净化肉食品市场
构建长效工作机制
我县在加强源头监管的同时，切实加

大执法力度，努力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我
县采取日常监督与集中整治相结合的办
法，严厉打击私屠滥宰及病死病害猪肉非
法交易行为，进一步规范了肉品市场秩序。
县服务业办联合农业、卫生、工商等部门开
展了打击私屠滥宰大检查活动，突出城乡
接合部这一重点区域，突出节假日、旅游旺
季、重大活动这一重点时段，不断加大连续
打击力度，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保证了上市
肉品质量，依法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2011年共出动执法检查 800多人次，查
获白板肉 142公斤。

为确保旅游季节和全运会期间用肉安
全，县服务业办会同有关部门采取以会代
训、明察暗访等方式，对城区 1000余家餐
饮单位、集体食堂单位进行专项检查，确保
人民群众吃上了“放心肉”。

为进一步深化定点屠宰工作，近年来，
县服务业办着力探索建立了四项制度：一
是约谈制度。定期召开屠宰场负责人约谈
会议和屠工屠商座谈会议，及时掌握市场
动态，了解屠宰企业生产经营运行情况。二
是考核制度。认真落实《生猪定点屠宰管理
工作目标责任书》，每半年度对屠宰企业进
行一次抽检考核，从屠宰加工质量、检验检
疫管理、制度台账管理和管理体系建设等
方面进行考核。三是报表制度。实行屠宰企
业日报制度，要求屠宰企业及时报送屠宰、
销售及无害化处理信息，直观反映生产经
营情况。四是质量保证制度。对肉品检验人
员及相关工作人员实行持证上岗，严格按
照国家规定进行肉品品质检验，对检验情
况如实登记，从源头上保证肉品质量。

近年来，我县以强化“放心肉”监管体系建设为中心，以贯彻新的《生猪屠
宰管理条例》为主线，以项目为重点，紧紧围绕肉品质量安全、定点屠宰管理等
热点问题开展工作，通过抓源头、强基础，抓示范、促提升，抓监管、塑形象，多
管齐下，多措并举，积极实施“放心肉”工程，推动生猪屠宰管理工作逐步走向
规范化轨道，让人民群众真正吃上了“放心肉”，把“放心肉”工程办成民心工
程，使我县定点屠宰管理工作跃上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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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定点屠宰工作迈上新台阶

让城乡居民吃上放心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