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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河北发布畜禽屠宰管理条例
本报讯 霍相博 民以食为天，食以

安为先。畜禽屠宰直接关系到肉类产
品质量安全和公众健康，是肉类产业
链中的关键环节，是连接养殖和消费
的重要纽带。

前不久，河北省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北省畜
禽屠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将于2024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聚
焦畜禽屠宰各环节，在源头上严防、过
程上严管、风险上严控，为进一步促进
河北省畜禽屠宰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有力法治支撑。

为什么要为畜禽屠宰立法

畜禽屠宰行业关系国计民生，事
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河北省是全
国重要的肉类生产和加工基地之一，
目前共有畜禽定点屠宰企业467家。

“我省高度重视畜禽屠宰质量安
全。制定该条例，是贯彻党中央决策
部署和省委要求的具体举措，是守护
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的重要举
措，也是促进我省畜禽屠宰行业高质
量发展的迫切需要。”河北省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副主任刘汉春介绍。

据了解，2009年河北省出台《河北
省畜禽屠宰管理办法》，以政府规章形
式对猪牛羊鸡实行定点屠宰许可管
理，对推动全省畜禽屠宰行业高质量
发展、保障人民群众食用猪牛羊鸡屠
宰产品质量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
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河北省
存在畜禽屠宰厂（点）管理不规范、屠
宰厂（点）的设置与需求不匹配、私屠
滥宰屡禁不止等问题，不仅危害群众
切身利益，也阻碍了畜禽屠宰行业的
进一步发展。

近年来，国家相继修订完善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畜牧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
等多部法律法规，对畜禽屠宰管理提
出了新任务、新标准、新要求。与此同
时，河北省在畜禽屠宰管理工作上，也
形成了很多有益的经验。

“条例的制定和出台，回应了人民

群众对食肉安全的热切期盼，固定了
一些好的经验做法，填补了河北省畜
禽屠宰管理地方性法规的空白，有利
于压实质量安全各方责任、规范行业
秩序、破解发展瓶颈，推动河北省畜禽
屠宰行业的转型发展。”河北省农业农
村厅二级巡视员冯雪领说。

条例内容是如何产生的

据了解，河北省将条例制定列为
2023年一类立法项目，成立了立法工
作领导小组，设立了起草工作专班，制
定了详细方案，同时明确了目标任务
和时间节点，确保任务、责任、措施、人
员、时间“五落实”。

针对不同区域类型、不同畜禽品种
和不同民族地区，工作专班大兴调查研
究，先后赴全省5个畜禽屠宰重点市及
所属8个县（市、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开展调研，深入猪、牛、羊、鸡、鸭屠宰
厂（点）实地察看畜禽养殖、屠宰、检
疫、肉品品质检验、精细分割、病死畜禽
无害化处理、污水处理等情况。

为确保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立
法工作始终，工作专班还采取不同形
式听取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畜禽
屠宰厂（点）负责人、消费者代表对畜
禽屠宰管理的立法建议，征求了京津
两市人大、相关立法基地、部分河北省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各级人大代表
等方面意见。

“聚焦畜禽屠宰全链条监管这条
主线，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
我们还主动加强与省政府相关部门沟
通协调，细化待宰静养、屠宰分割、检
疫检验、储存运销、无害化处理等全过
程质量安全监管内容，并在符合本省
实际、保障食品安全、推动区域协同发
展和提升定点屠宰厂（点）标准化、自
动化、智慧化水平等方面进行了明确，
为条例草案文本的完善打下良好基
础。”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农工委副主任
梁东明介绍。

条例主要进行了哪些规范

“条例共6章63条，主要对‘定点屠

宰厂（点）的设立、屠宰与检疫检验、保
障与监督、法律责任’等进行了规范，
对促进畜禽屠宰行业转型升级和健康
发展作了针对性、前瞻性引领，立法依
据充分，内容全面，重点突出，体现河
北地方特色。”刘汉春介绍。

凸显地方特色，条例确立了保障
人民身体健康、保证畜禽产品质量安
全、加强畜禽屠宰管理、促进行业发展
的立法理念，确定了适用的畜禽范围
为猪、牛、羊、鸡、鸭。

为强化安全保障，条例规定了定
点屠宰厂（点）设立所需要满足的条
件，包括水源、屠宰间、技术人员、卫生
检验人员和无害化处理工作的标准
等。同时，对定点屠宰厂（点）证牌获
取、使用以及定点屠宰厂（点）变更信
息作出规定，明确了相关法定期限。
在屠宰操作规程方面，条例明确了定
点屠宰厂（点）的主体责任，对宰前检
疫、肉品检验、进出厂查验、无害化处
理等相关内容进行了细化规定，并要
求屠宰工作应当符合动物福利准则。
此外，条例对储存运输、销售规范、产
品召回、环保标准作出相关规定。

京津冀地缘相接，河北省有大量
畜禽产品销往北京、天津，在畜禽屠宰
产业发展和监督管理方面需要三地建
立协同机制，实现互通互认共管。为
推动区域协同，条例明确相关内容，在
体制建设方面推动构建畜禽屠宰行业
区域协作长效机制，在行业发展方面
促进京津冀畜禽屠宰规划衔接、市场
对接、标识互认，在监督执法方面强化
畜禽屠宰监管联合执法。

推动绿色发展是促进畜禽屠宰行
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为落实国
家要求，保障农村地区畜禽产品消费
需要，条例规定推动冷链物流服务网
络向农村地区延伸，鼓励引导发展畜
禽产品统一配送，推进资源化利用。
为严格病害畜禽和畜禽产品的规范
化、无害化处理，最大限度实现屠宰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条例强化了病死畜
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收集、运输、
处理体系建设，鼓励研究推广新型处
理工艺技术，推进畜禽屠宰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

本报讯 邢云 从河北省邢台市政府新闻
办在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该市持
续推进农业科技推广平台建设，2019年以来，
已高标准建设完成38个省级农业创新驿站，
累计引进专家教授200多人，同时鼓励吸纳
本地农技骨干参与，组成专家团队力推最新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邢台市积极参与河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综合试验推广站建设，围绕全省23个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建设，结合
本地特色及优势产业发展情况，2019年以来，
申报并启动中药材、蔬菜、棉花等11个产业
的综合试验推广站建设，打造了30多个示范
基地，示范试验品种80多个，示范推广面积
40万亩，形成贯通农业科研、成果转化与技
术推广的科技链条。

此外，邢台市持续加强农技推广信息化
建设，2019年以来，全市开通农业科技网络书
屋5000多个，利用中国农技推广云平台和冀
强农App，实现网上填写工作日志、网上技术
指导，农技推广效率大大提高。

河北邢台高标准建设
38个省级农业创新驿站

本报讯 2023年，天津市农业农村
委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具体工作要求，
组织开展了粮油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
提升行动，突出整建制推动、市级示范
带动、规模主体联动，带动了粮油作物
大面积均衡增产，推动了全市粮食和重
要农产品生产能力不断提升。通过实
测结果看，宝坻区整建制推进区中的示
范区实测亩产最高达到728.7公斤，武
清区整建制推进区中的示范区实测亩
产最高达到823.85公斤。市级示范点
中，位于蓟州区高产田的指挥田地块单
产达到753.9公斤，位于宁河区地力中
等的千亩方地块单产达到700.8公斤，
位于静海区的低产田万亩片单产达到
628公斤。各类规模主体中，玉米实测
结果最高单产达到789.6公斤，水稻实

测结果最高单产达到809.5公斤，大豆
实测结果最高达到261.2公斤，全市单
产提升行动完成预期目标。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制定印发天
津市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
行动实施方案，同时按照产需形势、单
产潜力，采取分层次推进的方式，制定
玉米单产提升三年工作方案和规模种
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实施方案等，并成
立市级和区级工作推进小组，形成上下
联动、协同推进的格局。

二是分区分类推进。聚焦粮食主
产区，统筹兼顾天津市高产区和中低产
区，选择规模连片的宝坻区、武清区实
施玉米整建制单产提升推进区创建，打
造示范基地和优势产区。同时，大力培
育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分作物组织实
施，探索不同作物高产技术模式。

三是加强技术指导。按照每个作
物由市农科院、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天津农学院联合成立市级领衔专家负
责的技术指导组，实行全过程、全环节
联合攻关指导。各涉农区动员本地技
术力量，组建技术小分队，建立“专家+
基层农技人员”工作模式，提高关键环
节技术到位率和覆盖面。

四是大力宣传培训。大力组织开
展技术培训、巡回指导等活动，以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切实帮助解决生
产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制定下发单
产提升种植技术意见和防灾减灾技术
指导意见等，围绕高产玉米品种和密植
高产精准调控等技术，组织市级范围和
区级范围技术培训8次，累计培训400
余人次。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天津市粮油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成果丰硕

露地蔬菜无人农场
在沧州市落地应用

本报讯 陈楠 近日，露地蔬菜无人农场
观摩活动在河北省沧州市乡村振兴农业科
技创新基地举行，由沧州市农林科学院与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携手
共建的露地蔬菜无人农场在沧州落地应
用。来自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北
京市农林科学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沧州
市农林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及相关农业企
业代表共同观摩了起垄移栽、精量播种、巡
检、植保、采收—运输联合等多环节无人化
作业演示。

据悉，露地蔬菜生产“起垄—移栽”一体
化作业与“采收—转运”两环节已在蔬菜生产
全程无人化基础上实现了跨环节农机集群作
业。巡检机器人和植保机器人实现了蔬菜长
势病虫草害的在线监测与无人精准施药作
业；甘蓝无人采收作业实现了自主行进、机具
起落控制、无人化采收与传送等；萝卜无人化
采收机能够进行精准对行、拔起萝卜、精准切
缨的流水线智能化作业；运输机器人通过无
人驾驶和双目视觉感知技术实现了采运一体
同步作业与往返运输。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吴
华瑞研究员介绍，在蔬菜智能化作业装备应
用熟化的同时，无人农场还构建了露地蔬菜
智慧生长管理决策模型和无人化作业管控系
统，探索形成了可操作、能推广的露地蔬菜生
产无人化作业技术规程。通过技术应用，甘
蓝、白萝卜今年秋茬喜获丰收，白萝卜亩产
10930斤、甘蓝亩产8337斤；平均减少水肥施
用量10%，节药20%，极大降低了生产人力成
本，综合节本增效20%。

沧州市首个蔬菜无人农场依托于国家大
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的技术成果，经过一年
多的生产应用与产品熟化，目前已形成了适
合沧州地区露地蔬菜生产全程无人化生产的
模式。沧州市农林科学院党委书记哈增瑞表
示，应继续加大技术成果在沧州市的应用转
化，通过相关技术产品的不断熟化，带动沧州
市、河北省乃至京津冀地区在宜机化育种育
苗、农用传感器、智能控制器、大数据平台等
新型农业产业形态的发展，继续推进农机与
农艺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