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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
聚焦“扩”“复”“建”

“为充分发挥专班工作机制优

势，有效助推生猪生产，象山聚焦存

量挖潜扩容、空栏改造复养和规模

项目建设，全力抓好生猪增产保供，

奋力推进农业争先创优。”象山县农

业农村局局长章志鸿如是说。

聚焦存量挖潜扩容。深化“三

服务”活动，按照象山县现有生猪养

殖场分布，组建13个一线服务工作

组，分赴各乡镇养殖场开展一对一

指导。通过专业服务和技术支撑，

指导具备条件的存量养殖场强化疫

病防控、更新设施装备、科学补栏增

养，进一步挖掘生产潜力，释放生猪

产能。截至5月底，象山生猪存栏

量达9.01万头，较年初增长12.6%。

聚焦空栏改造复养。主动对

接开展上门服务，引导停产的空栏

养殖场科学复养，点对点指导设施

设备改善和环境改造提升，实施空

栏场防疫风险评估，提供非洲猪瘟

检测服务，让养殖户放心复养。目

前，1家空栏养殖场已完成设施设

备改造提升，正加紧进行环境样品

风险评估和消毒灭源工作，复养后

预计可增加生猪存栏1万头。

聚焦规模项目建设。组建象山

华统现代化生猪养殖项目工作组，

制定工作任务清单，逐一明确工作

目标、时间节点、责任单位、责任人，

落实“一线巡查、现场办公”等工作

制度，大力度推动总投资3.5亿元、

年出栏10万头的华统现代化生猪

养殖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早竣工、早

投产、早见效。目前，该项目已启动

主体工程建设，预计年底建成投产。

长兴：
“三级专班”抓项目

为全面做好“六保”“六稳”工

作，稳步推进生猪增产保供工作，确

保2020年生猪产能的任务目标完

成，长兴县通过专班干、建机制、强

举措，拼出“长兴速度”，全力推进新

建猪场早竣工投产。

“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签约

落地2个万头以上新建猪场，总产

能16万头。”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局

长吴秋景表示。

为此，长兴县积极谋划，精准发

力，成立了县级、乡镇、业主“三级专

班”。县级专班每日现场抽查推进，

每日亮晒进度，每日协调解决问题，

从而确保“问题不过夜，施工无障

碍，进度有保障”；乡镇专班紧盯施

工进度，现场协调解决问题及困难，

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业主专班全

面部署施工任务，合理安排施工工

序，尽量增加施工力量，在确保工程

质量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确保

按时完工。

同时，长兴县对项目业主单位

建立了奖惩机制，新建出栏万头以

上猪场，符合省“六化”猪场要求，达

到各项进度要求的，一次奖励250

万元；业主对施工单位进行奖励，每

提前一天奖励2万—3万元。

目前，温氏华统12万头育肥猪

场项目、6000头母猪场项目土建工

程按照时间进度都已超额完成。5

月底新增的肥猪阁生猪养殖二期工

程项目已完成土地流转、设施农用

地备案及土地平整，目前正在进行

基坑开挖。 本报综合

□本报记者 张佳妍

本报讯 为加快推进规模猪

场兽医检测室和系统兽医实验室

建设，近日，省农业农村厅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非洲猪瘟检测

能力建设的通知》，到2020年底

前，建成达到生物安全二级标准

的兽医实验室60家以上，力争所

有系统兽医实验室具备非洲猪瘟

检测能力；全省存栏5000头以上

的生猪养殖场和所有种猪场，全

部配备兽医检测室，并常态化开

展非洲猪瘟自检；鼓励和支持

5000头以下中小养殖场（户）自

检检测室，确保生猪养殖场非洲

猪瘟检测全覆盖。

《通知》要求，生猪养殖重点

县必须按照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

和分子生物实验室建设标准，尽

快改造提升现有实验室，使其具

备非洲猪瘟检测能力。其他不具

备非洲猪瘟检测能力的县级兽医

实验室，要及时配置更新与检测

需求相匹配的仪器设备，尽早具

备非洲猪瘟检测能力。

加快猪场兽医检测室建设。

存栏5000头以上生猪养殖场、种

猪场，必须按照《生猪养殖场兽医

检测室建设指南（试行）》要求建

成兽医检测室。已建成但不符合

建设指南要求的，要改造提升并

尽早达到要求；应建未建的，应严

格按建设指南要求建成，尽快投

入使用。新建规模猪场要优化设

计方案，将兽医检测室列入必建

内容，万头以上新建猪场要作为

建成验收内容。鼓励其它规模猪

场建设符合开展自检要求的兽医

检测室。

《通知》强调，要加大采样检

测力度，常态化开展非洲猪瘟自

检。存栏 50 头以上的养殖场

（户）每年至少抽检1次，种猪场每

年至少抽检2次；存栏5000头以

上的生猪养殖场和种猪场每周至

少采样检测1次，其他猪场每月至

少采样检测1次；猪场周围有阳性

场的，要增加监测周期和频率，及

时评估本猪场的病原及生物安全

风险情况，有效消除疫情隐患。

非洲猪瘟是由非洲猪瘟病毒

引起的猪的一种急性、热性、高度

接触性传染病。家猪感染后病死

率可高达100%。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将其列为法定报告的动物疫

病，我国将其列为一类动物疫病。

一、非洲猪瘟特点

感染非洲猪瘟病毒的家猪、

野猪等为主要传染源。该病主要

通过接触非洲猪瘟病毒感染猪或

非洲猪瘟病毒污染物（餐厨废弃

物、饲料、饮水、圈舍、垫草、衣物、

用具、车辆等）传播，消化道和呼

吸道是最主要的感染途径；也可

经带病毒的钝缘软蜱等媒介昆虫

叮咬传播。气溶胶传播非洲猪瘟

的风险很低。

二、临床症状

潜伏期一般为5至19天，最

长可达21天。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陆生动物卫生法典》将潜伏期定

为15天。非洲猪瘟感染家猪后临

床表现分为最急性型、急性型、亚

急性型、慢性型。

最急性型：无明显临床症状

突然死亡。

急性型：体温可高达42℃，沉

郁，厌食，耳、四肢、腹部皮肤有出

血点，可视黏膜潮红、发绀，眼、鼻

有黏液脓性分泌物，呕吐，便秘，

腹泻，粪便带血。共济失调或步

态僵直，呼吸困难，病程延长则出

现瘫痪、抽搐等其他神经症状。

妊娠母猪流产。病死率可达

100%。病程4至10天。

亚急性型：症状与急性相同，

但病情较轻，病死率较低。体温

波动无规律，一般高于 40.5℃。

仔猪病死率较高。病程 5至 30

天。

慢性型：波状热，呼吸困难，

湿咳。消瘦或发育迟缓，体弱，毛

色暗淡。关节肿胀，皮肤溃疡。

死亡率低。病程2至15个月。

典型的病理变化包括脾脏肿

大、易碎，呈暗红色至黑色，表面

有出血点，边缘钝圆，有时出现边

缘梗死；浆膜表面充血、出血，肾

脏、肺脏表面有出血点，心内膜和

心外膜有大量出血点，胃、肠道黏

膜弥漫性出血，胆囊、膀胱出血；

肺脏肿大，切面流出泡沫性液体，

气管内有血性泡沫样黏液；颌下

淋巴结、腹腔淋巴结肿大，严重出

血。最急性型的个体可能不出现

明显的病理变化。

三、预防控制

目前，非洲猪瘟尚无商品

化有效疫苗，猪场只能通过建

立完善生物安全体系防控非洲

猪瘟。

猪场生物安全包括外部生物

安全和内部生物安全。外部生物

安全主要是防止病原微生物通过

可能的载体传入场内和防止场内

疫病向外传播;内部生物安全主

要是控制场内病原在猪群间的循

环，其主要内容包括猪场选址、猪

舍布局、生产模式、洗消中心管

理、引种控制、病原主要载体（猪、

车辆、饲料、物资、精液、人、食品、

动物、空气等）进出途径以及内部

生产周转等。

猪场要了解非洲猪瘟流行情

况、病原污染面、传播途径等，并

系统全面掌握猪场与外界相联系

的一系列活动，动态评估非洲猪

瘟传入风险。通过采取针对性防

控措施，如强化引种管理、人员管

理、车辆管理、出猪台账管理、物

资管理、卫生消毒、风险动物控

制、病死猪和粪污无害化处理等，

使场内猪群接触不到非洲猪瘟病

毒。通过每日对猪群健康巡查，

有条件的养猪场建立实施非洲猪

瘟病原学自行检测，建立完善非

洲猪瘟应急体系，提高非洲猪瘟

早期发现能力，做到“早发现、早

检测、早处置”。

周彩琴 刘爱军

省农业农村厅部署非洲猪瘟检测能力建设

确保生猪养殖场非洲猪瘟检测全覆盖

如何防范非洲猪瘟

农业农村部近日下发通知，为

建立常态化防控机制，分区域、分场

群防控非洲猪瘟，计划2020年年底

前在全国推进建成一批非洲猪瘟无

疫小区，建设一批非洲猪瘟无疫区。

通知提到，建设无疫区和无疫

小区，是实施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

的重要手段，是控制和消灭动物疫

病的国际通行做法。当前，非洲猪

瘟病毒已在我国定殖，短期内难以

全面根除，但部分地区自然屏障条

件好、病原污染面小，部分企业生物

安全水平较高，具备建设无疫区和

无疫小区的条件。各地要准确研判

非洲猪瘟防控形势，按照常态化防

控的要求，优化防控策略和措施，将

无疫区和无疫小区建设作为重要防

控举措来抓，加快推进建设和评估

进程。

无疫小区建设评估方面，通知

要求，每个省份择优选择2—5个生

物安全水平较高的养殖企业，示范

建设非洲猪瘟无疫小区。对已初步

建成并提交评估申请的，要尽快组

织开展省级评估，经评估达到标准

的，及时按规定程序申报国家评

估。全国动物卫生风险评估专家委

员会办公室要制定评估工作方案，

及时调度各地建设进展，组织专家

提前介入指导，做好国家评估工作，

在今年年底前评估一批无疫小区。

无疫区建设方面，通知提到，各

地要坚持先行先试、梯度推进，积极

稳妥开展非洲猪瘟无疫区选址和建

设。在全面监测和风险评估基础

上，结合自然屏障状况和监督保障

情况，科学确定无疫区建设区域。

着力加强动物防疫体系建设，健全

动物防疫机构和队伍，完善省际间

指定通道、公路动物卫生检查站、无

疫区警示标识等人工屏障建设，强

化信息监控管理。已建成其他病种

无疫区的地区和具备无疫区建设基

础的地区，要尽快组织开展非洲猪

瘟全面监测，掌握病原污染情况;具

备条件的，要积极推进建设，进一步

扩大建设成效，经省级评估合格的，

及时按规定程序申报国家评估。

此外，通知还提出，要建立完善

相关支持政策，包括探索建立基于

防疫水平的分级管理制度，对通过

国家评估的无疫区和无疫小区，在

非洲猪瘟疫情疫区划定和封锁、生

猪及其产品流通等方面给予倾斜支

持；推动将无疫区和无疫小区建设

与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产业奖补

政策等挂钩，强化项目引导；积极争

取设立专项奖补资金，重点支持监

测预警、清洗消毒、无害化处理、信

息化平台等基础设施设备建设；探

索建立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等模式，

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带动金

融、保险和社会资金投入等。

陈凌瑶

农业农村部推进
非洲猪瘟无疫区和无疫小区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