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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非洲猪瘟对我国生猪产业产生巨大冲击的背景下! 生猪生产恢复的相关扶持政策主要面向规模化养

殖的企业集团! 而对农村养殖户的关注较少( 该文以行政村村委) 兽医对农村散养户生猪养殖的管控和农村散

养户自身的防控为主要研究对象! 通过梳理对比非洲猪瘟疫情在国内的传播过程以及各级政府的防控政策! 选

取广西恭城县 +村的防控现状进行实际调研! 研究农村地区防控中的问题与对策( 结果发现&

!上级政府及其

政策对规模化养殖关注和扶持较多! 对农村散养关注较少'

"农村疫情防控力量薄弱'

#村委在政策执行中存

在惰性'

$兽医本身履职能力不够! 履职态度不端正'

%农村养殖户信息获取不足( 针对上述问题! 该文提出

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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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非洲猪瘟疫情的出现对生猪产业尤其
是我国农村生猪养殖产生了重大影响";#

( 我国是世
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 猪肉是城乡居民
肉类膳食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一旦疫情防控失
利! 将对我国生猪生产和猪肉消费造成严重打击(

我国政府充分认识到做好非洲猪瘟疫情防范工作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 政府相关部门对非洲猪瘟疫情防
控的应对从 $%%# 年左右便已开始""#

(

$%;W 年 W 月 " 日我国确诊首例非洲猪瘟疫情!

感染省份由东北逐渐扩散至南方! 范围覆盖全国!

给我国生猪养殖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 尽
管目前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但全国范围内尚未
根除! 小范围) 区域性的疫情时有发生"Y#

( 散养)

放养以及野猪是非洲猪瘟疫情难以控制的原因之
一"Z#

( 因此! 缩减散养或放养! 发展规模化舍饲
并对猪舍加装生物安全防护措施将有利于防控非
洲猪瘟疫情( 现阶段下农村散养户在我国生猪养
殖主体结构中仍占有较大比重"T#

( 部分地区农村
散养生猪也是农民增加收入来源) 农村本地猪肉
市场供应的重要途径之一! 关乎乡村振兴事业的
发展"##

( 另外由于目前尚无有效的疫苗和药物可
以用于非洲猪瘟疫情的防治! 对该病的防控主要
依赖于加强检疫和监测! 防止疫病侵入! 一旦发
生只能采取扑杀净化的措施! 以实现未发生地区
的安全防疫和发生地区的完全根除"W#

( 规模化养

殖在检疫和监测方面具有集成化管理的优势! 而
农村散养户由于养殖数量少) 所处地域散! 在集
中检疫监测上恰恰处于薄弱地位"S#

( 因此! 在规
模化养殖趋势下! 做好当下过渡阶段的农村散养
地区非洲猪瘟疫情的防控工作至关重要(

农村地区非洲猪瘟疫情防控的直接对象包括
农村地区的生猪养殖) 调运) 屠宰) 入市等环节(

在这一系列过程中! 参与主体主要有行政村村委)

兽医) 乡镇畜牧兽医站等政府公共部门和农村散
养户) 生猪经纪人) 屠宰场等市场主体! 而农村
地区非洲猪瘟的源头在于农村散养户( 因此! 本
研究以行政村村委) 兽医对农村散养户生猪养殖
的管控和农村散养户自身的防控为主要研究对象!

通过梳理对比非洲猪瘟疫情在国内的传播过程以
及各级政府相应的防控政策! 结合对广西恭城县 +

村防控现状的实际调研! 发现在农村地区的非洲
猪瘟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相应对
策建议! 从而为相关部门做好非洲猪瘟疫情防控
提供可能的参考(

;!非洲猪瘟疫情在我国的发生特征及
关注焦点

!!$%;W 年 W 月 " 日!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发
生一起生猪非洲猪瘟疫情! 这是我国首次发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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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猪瘟疫情! 随即农业农村部发布非洲猪瘟&级
疫情预警""#

( 随后! 非洲猪瘟疫情在全国范围内
传播( $%;W 年 W*;$ 月间! 全国涉及 $; 个省份!

共发生 SS 起疫情! 扑杀生猪 W% 万头! 最高峰时一
个月发生 $% 多起( $%;S 年 $ 月 ;S 日! 广西壮族
自治区北海市银海区两个养殖小区发生非洲猪瘟
疫情! 两个养殖小区共存栏生猪 $8"Z 万头! 发病
;T$S 头! 死亡 S$Y 头( 这是自非洲猪瘟疫情发生
以来全国第 ;%T 起疫情! 也是广西首次发生非洲猪
瘟疫情( $%;S 年我国共发生非洲猪瘟疫情 T" 起!

其中家猪 T% 起! 野猪 " 起! 扑杀生猪 "S 万头(

$%$% 年! 我国共发生 ;S 起非洲猪瘟疫情! 累计扑
杀生猪 ;8Y 万头( $%$; 年我国非洲猪瘟疫情呈现
多省份零星散发态势! 生猪产能基本恢复! 猪价
重回近几年的低位! 但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形势仍
然十分复杂和严峻! 国外疫情现状不容乐观";#

(

我国非洲猪瘟疫情在 $%;W 年 W 月首次发生后!

迅速扩散至 $; 个省份! $%;S 年逐渐得到控制!

$%$% 年逐步恢复生猪产能! $%$; 年生猪市场供应
和价格恢复疫情前正常水平( 广西非洲猪瘟疫情
在 $%;S 年 $ 月首次发生! 并在 " 月) Z 月) # 月出
现了贵港市) 玉林市相邻地区先后发生疫情的情
况( 在非洲猪瘟疫情传播与防控过程中存在部分
的实际报告与客观发生有时间滞后的情况( $%;W

年 ;; 月农业农村部指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 存在
个别畜牧兽医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职甚至严重失职)

渎职的现象! 造成疫情处置不及时) 跨区域传播
等严重后果( 因此! 农业农村部特别制定印发了
+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八条禁令,

"##

( 非洲猪瘟疫情
在全国范围内的肆虐对我国生猪养殖) 市场供应)

居民消费造成了重大影响(

在生猪养殖上! 由于目前面对非洲猪瘟疫情
采取的措施大多是扑杀和无害化处理! 这对我国
的生猪养殖造成了重大影响! 给我国造成的直接
经济损失超过 ; 万亿元"T#

( 学界普遍认为此次疫
情将会加速生猪散养户的退出! 生猪养殖主体结
构将会加速向规模化调整"; <"#

( 从已发生的非洲猪
瘟疫情来看! 小规模猪场) 散户中招占多数! 主
要原因是小猪场生物安全措施相对薄弱! 而规模
猪场在猪场隔离) 饲料安全) 防疫等方面要更有
优势! 抗疫情风险能力较高"W#

( 同时也存在保持
散养户的声音( 规模化养殖由于体量巨大! 一旦
感染! 损失不可估量( 但目前学术界对于生猪养
殖规模大小的等级划分还没有统一标准(

$!不同层级政府在非洲猪瘟疫情防控
中的政策和措施

$8;!中央政府层面
我国中央政府统筹全局! 对非洲猪瘟疫情警

惕性高! 提前意识强( $%;$ 年 ;; 月! 农业部联合
相关部门发布+关于切实做好非洲猪瘟防范工作的
通知,

";%#

! 要求对非洲猪瘟疫情做好防控措施(

$%;Y 年! 农业部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先后在北京联
合举办-中国非洲猪瘟防范项目启动会.和-非洲猪
瘟防控政策磋商会.! 共同研究推动中国非洲猪瘟
防范工作( $%;Z 年 S 月! 农业部在黑龙江省牡丹
江市举行全国非洲猪瘟防控应急演练! ;; 月印发
+非洲猪瘟防治技术规范$试行%,

";;#

( $%;# 年! 针

对距我国较近的俄罗斯远东地区伊尔库茨克州发
生得非洲猪瘟疫情! 农业部于 Y 月发布+关于进一
步加强非洲猪瘟风险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

";$#

! S

月印发+非洲猪瘟疫情应急预案,

";"#

( $%;W 年 ;;

月! 农业农村部制定印发了+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八
条禁令,

"#!;Y#

( $%$; 年 Y 月印发+非洲猪瘟等重大
动物疫病分区防控工作方案$试行%,

";Z#

! 自 $%$;

年 Z 月 ; 日起在全国范围开展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
疫病分区防控工作( 可以看到! 中央政府层面对
非洲猪瘟疫情是高度重视的"Y#

(

$8$!地方政府层面
本文主要分析广西) 桂林市) 恭城瑶族自治

县和嘉会镇不同层级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和措施(

$;%广西壮族自治区( $%;S 年 $ 月 ;S 日! 广
西首次发生非洲猪瘟疫情( 当日! 广西政府在南
宁召开全区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工作紧急视频会(

$%;S 年 T 月 " 日! 广西政府再次召开非洲猪瘟疫
情防控工作紧急视频会议! 对非洲猪瘟疫情防控
工作进行再部署( 要进一步强化生猪跨省调运监
管) 疫情监测排查) 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等措施落
实! 所有调入调出广西的生猪必须接受检查( $%$%

年 ;; 月! 广西开始全面禁止非中南区的生猪$种
猪) 仔猪除外%调入! 中南区内原则上不进行生猪
$种猪) 仔猪除外%跨省$区%调运(

$$%桂林市( $%;W 年 ;; 月 "% 日! 桂林市人民
政府印发 +桂林市非洲猪瘟 防 控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T#

( $%;S 年 ; 月 $S 日桂林各县$市) 区%组织
力量对生猪养殖场$户%) 生猪交易市场) 屠宰场
等重点场所开展拉网式) 地毯式排查( $%;S 年 $

月 ;S 日! 广西全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紧急视频会
召开后! 桂林市当天继续召开会议! 对当前非洲
猪瘟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动员) 再评估) 再部署!

明确了稳定生猪生产) 保障肉食品市场供应具体
要求(

$"%恭城瑶族自治县( $%;S 年 # 月 $S 日! 恭
城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成立恭城瑶族自治县非洲
猪瘟防控工作指挥部( $%$% 年 # 月! 恭城瑶族自
治县农业农村局印发+$%$% 年恭城瑶族自治县动物
疫病监测与流行病学调查计划,

";##

! 内含非洲猪瘟
疫情监测计划(

$Y%嘉会镇( $%;W 年 S 月 Y 日! 嘉会镇人民政
府印发的+嘉会镇 $%;W 年秋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工作实施方案,

";W#中! 尚未出现非洲猪瘟疫情防控
要求( 随后 $%;S 年春季和秋季) $%$% 年春季和秋
季) $%$; 年春季相继发布的+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
作实施方案,

";S#中! 均增加了进一步加强非洲猪瘟
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 并始终对传统重大动物疫
病防疫工作要求坚持-政府保免疫密度! 业务部门
保免疫质量.工作制度(

"!嘉会镇 +村的非洲猪瘟疫情防控
的实地调研分析

"8;!+村生猪养殖业概况
+村所在行政村一共包括 Y 个自然村! 防控工

作均由村委主任和一名兽医负责! 至今未发生过
非洲猪瘟疫情( +村现有生猪养殖户均非全职养
猪! 均为农业种植和养猪兼顾( 养殖规模上! 养
猪数量均在 ;% "̂% 头左右浮动( 养猪业在农户的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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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来源上占有重要的作用( 且主要利用门前屋
后的空余房屋或简易搭棚作为养殖场所! 利用空
闲土地种植青草饲料! 利用餐厨剩饭) 所种青草
饲料来补充猪饲料! 养殖成本相对较低较灵活!

因而正常情况下单位收益较好! 且不像农业种植
那样受天气) 气候原因影响收成! 具有相对稳定
的产出! 所以对农户来说! 养猪业是一种增加收
入的有效途径! 可以增强农业收入的稳定性(

"8$!非洲猪瘟疫情及相关政策对农村养殖户的
影响

!!$;%对种猪购买的影响( 在生猪调运政策限制
和非洲猪瘟传播风险的影响下! 农村养殖户趋向
于在本县范围内购买种猪! 直接向亲友熟人购买
或者经其介绍牵线向陌生人购买( 他们相信这样
在一层社会关系的庇佑下! 能避免买到卖家因猪
存在短期难以发现的某些隐性问题而急于出售的
种猪! 或者买家因-不识猪.而买到以次充优的种
猪品种( 其次! 养殖户更愿意向地处较偏僻的山
村) 养殖规模很小的养殖散户购买种猪! 他们认
为-小地方更干净安全! 没得过猪瘟! 大猪场怕沾
到病毒.(

$$%对生猪饲养的影响( 在非洲猪瘟疫情发生
以及相关政策要求禁止使用泔水喂猪) 加强养殖
场生物安全防护措施后! 农村养殖户在生猪饲养
的饲料和饲养场所方面均无变化( 饲养饲料上!

主要包括青草饲料) 餐厨剩饭) 酒糟$酿酒后残
渣%) 专业猪饲料( 其中! 青草饲料以红薯植株的
茎叶为主! 常种植在门前屋后的菜地里或者较远
的果园地里( 农户普遍认为增加了青草饲料的猪
长得肉质比较好( 泔水以自家餐厨剩饭为主! 政
府发布的防控政策明确规定禁止使用泔水喂猪!

原因是泔水中含有不明来源的猪肉相关制品而携
带非洲猪瘟病毒! 曾因此发生数起非洲猪瘟疫情(

但有所区别的是! 大型养殖场所使用的泔水往往
来源于附近学校) 餐馆等公共场所的餐厨剩饭!

而散养农户所使用的泔水主要是自家一日三餐之
后的餐厨剩饭! 他们认为-自己吃的$饭菜%没事.!

农户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做饭菜的原料来源! 且以
自家种的蔬菜为主! 从市场上买来的猪肉即使有
残余也不会拿来喂猪( 酒糟主要是酿酒的农户利
用酿酒后的残渣添加的养猪饲料! 当地向来拥有
这种-酿酒 _养猪.的匹配式的农业生产模式( 专
业猪饲料需从市场上购买! 平时饲养会添加一部
分专业猪饲料! 不会全部使用专业猪饲料! 因为
购买成本较高( 在饲养场所上! 以门前屋后的闲
置农房或者搭建的简易铁棚房为主( 这种非专业
养猪场不具备生物安全防护措施! 没有专业的粪
污处理装置! 以人工用铲子清理) 用水龙头冲洗
为主( 粪便一般露天堆积在养猪场旁边! 定期运
输到田地里进行还田沤肥(

$"%对肉猪交易的影响( 非洲猪瘟疫情影响
下! 相关部门对肉猪交易的报批要求加严! 农村
养殖户自身报批意识也增强! 害怕在所售肉猪出
现问题后因未报批而受罚( 农户出售肉猪时! 需
要向村委会报告签字! 同时跟随买家去乡镇畜牧
兽医站签字! 登记身份信息) 售卖数量) 运输车
辆信息等( 如果卖家未签字! 买家不能获得免疫
证! 所购肉猪便不能进入屠宰场屠宰和入市销售(

"8"!+村相关主体对非洲猪瘟疫情的防控
$;%村级兽医( +村村级兽医只有一名! 负责

+村及其他三个自然村所有的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在非洲猪瘟疫情期间充当防疫员! 负责非洲猪瘟
疫情的监测) 报告和应急处置( 据养殖户反映!

以前兽医每年会定期来一两次家里! 给各家各户
的鸡鸭猪牛接种相关疫苗! 这与乡镇每年发布的
两次春季) 秋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实施方
案,

";S#相吻合( 但近几年! 兽医履职情况不佳( 一
是兽医技术水平不高! 甚至不如养殖多年的农户
熟练! 农户存在不信任兽医技术水平的现象! 拒
绝兽医给自家牲畜打针接种疫苗( 二是+重大动物
疫病防控工作实施方案,

";S# 中虽明确规定-各村要
分片包干) 扎实通知到户! 村干部要带领防疫员
上门! 确保村不漏组) 组不漏户) 户不漏畜$禽%)

畜$禽%不漏针) 针不漏效(.进行强制接种! 兽医
来到养殖户执行工作时变成了让农户自愿接种!

但不管农户愿不愿意接种! 只要签字确认即可(

兽医自身存在政策执行打折扣! 变相执行的现象(

$$%农村养殖户( 农村养殖户对非洲猪瘟疫情
的防控可以分为养殖户自主防控和群体联合防控(

在养殖户自主防控方面! 一是养殖户限制自身活
动轨迹! 切断传播途径( 非洲猪瘟疫情期间! +村
养殖户均有意识地减少了进出乡镇猪肉市场的活
动! 并在接触过猪肉市场回来后! 会洗澡换衣服
再进入猪场( 二是进行疫苗接种和药物投喂! 增
强易感猪群的抵抗力( 疫苗接种方面! 目前尚无
非洲猪瘟疫苗! 接种内容主要是传统猪瘟疫苗(

接种方式主要是养殖户自行接种或请生猪养殖大
户接种! 很少让兽医接种( 除上述新任兽医技术
水平不高和变相执行政策的原因外! 还因为养殖
户害怕兽医在不同养殖户之间使用公用针管接种
易引起病菌感染! 某养殖户在请生猪养殖大户来
接种时特意询问了是否是使用一次性针管( 以及
因为生猪在接种疫苗之后往往出现连续几天进食
减少的现象! 养殖户认为这几天生猪免疫力会下
降! 容易感染其他病菌以及增肥变得缓慢! 而不
轻易选择接种疫苗( 三是进行养殖场所的病毒消
杀工作( 针对猪场! 养殖户采用消毒水喷洒和铺
洒生石灰消毒为主( 在群体联合防控方面! 以封
堵排查外来生猪及猪肉入村和入县路口为主( 村
级范围内养殖户联合排查入村路口( 当地农村存
在猪肉下乡贩卖的小商小贩! 开车进入各个村庄
贩卖( 一些村庄的养殖户自发组织对村入口检查
拦截猪肉下乡商贩! 禁止猪肉进村(

$"%村委( 村委主任主要负责非洲猪瘟宣传工
作! 以及配合兽医开展入户监测工作! 监督兽医
履职情况( 近年来! 肉牛养殖保险普及至农村!

村委主任负责入户采集肉牛养殖户信息! 进行登
记并投保( 针对生猪养殖的保险投保目前还没有(

在非洲猪瘟疫情防控期间! +村养殖户未接收过来
自村委关于非洲猪瘟防控的宣传资料和通知(

Y!非洲猪瘟疫情农村防控中的典型
问题

!!$;%上级政府政策对农村散养关注较少( 上级
政府及其政策对规模化养殖关注和扶持较多! 对
农村散养关注较少( 在农业农村部 $%;S 年发布的
+加快生猪生产恢复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 中! 生
猪规模化养殖场建设补助) 农机购置补贴) 养殖
用地审批) 财政奖励支持) 金融保险支持等生猪
生产扶持主要面向规模化养殖场( 并规定了各省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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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生产恢复目标和产销平衡要求! 广西被纳入生
猪及产品调出区! 要为全国稳产保供大局作出贡
献! 实现稳产增产( 在稳产增产任务压力下! 桂
林市政府大力扶持大企业的生猪养殖事业! 力争
完成全年生猪年存栏) 出栏的目标任务而对乡镇)

农村基层防控和农村散养户生猪生产扶持较少(

农村散养户养殖规模过小) 地域分散! 难以统一
监测和管理! 不会成为完成稳产稳增任务的发
力点(

$$%农村疫情防控力量薄弱( 根据各乡镇非洲
猪瘟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安排! 平均一个乡镇及其
所辖农村的防控力量为该乡镇的畜牧兽医站站长)

副站长) 一名站员和各村的村委主任) 一名村级
防疫员$兽医%( 面对全乡镇的鸡) 鸭) 猪) 牛等
动物疫病的防控! 上述防空力量则较为薄弱( 在
非洲猪瘟特殊时期! 农村养殖户选择自发组织防
控工作! 开展入村入县路口排查! 维护自身养殖
利益(

$"%村委在政策执行中存在惰性( 调研时农户
表示! -村委有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曾经乡政府
下拨少量水泥! 村委懒得去拉回来! 因为拉回来
后还要决定用在哪儿! 还得组织人施工! 很麻烦!

不如不要!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这侧面反映出村
委存在一定惰性( 此外! +村地处偏远! 历年来尚
未发生过动物相关疫情! 此次非洲猪瘟附近的发
生点也距离较远! 对本村的防控存在侥幸心理(

上级政府及时制定发布的防控宣传资料和规定!

村委未如实进行传达和宣传(

$Y%兽医履职情况不佳( 一是兽医本身履职能
力不够( 因技术水平欠佳! 难以获得养殖户信任
而得不到养殖户的工作配合( 二是履职态度不端
正( 存在-只签字不打疫苗.! 变强制接种为自愿
接种等变相执行政策的问题( 原因在于一方面兽
医是本村村民! 同时兼顾自身农业生产和兽医工
作! 兽医工作所得不足以完全支撑生活开支( 另
一方面! 兽医工作中存在较大顾虑! 兽医自身业
务能力的不足和养殖户的不配合! 共同促成了履
职上的折扣现象(

$Z%农村养殖户信息获取不足( 访谈过程中!

养殖户均表示非洲猪瘟疫情是在 $%;S 年 Y 月才变
得严重! 对疫情形势的严重程度的感知存在偏差(

一是由于村委未及时进行宣传! 二是舆情在当地
出现疫情之后才变得严重( 养殖户信息来源主要
是当地亲朋好友和同行之间的交流! 以及手机抖
音) 快手平台的本地推送! 养殖户信息获取范围
有限! 不会主动上网搜索疫情相关信息! 难以提
前知晓疫情在外地的发生情况从而提前预防(

Z!提升非洲猪瘟疫情农村防控对策
建议

!!$;%加强基层防控力量( 一方面对原有力量进
行加强( 一是加强农村基层兽医技术培训! 增强
履职能力' 二是完善农村基层兽医工作待遇和环
境! 促进工作投入和落实' 三是建立兽医执医过
程中的保险制度! 消除兽医工作顾虑( 另一方面
纳入社会力量进行补充( 一是考虑纳入全县生猪
养殖户这一市场群体作为常态防控力量! 通过政
府引导促进建立县域生猪养殖行业协会或者应急
管理小组! 引导配合政府部门开展养殖技术培训)

疫病防控宣传等工作! 发挥养殖户主体能动性(

二是支持养殖大户) 养殖能手在疫病接种治疗的
经验积累基础上! 开展社会化市场化兽医服务!

为其提供相关资质培训及认定(

$$%加强政策执行监管( 加强政策执行-最后
一公里.! 建立针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执行过程的反
馈) 监督和管理( 当地贫困户扶贫慰问工作中!

帮扶工作人员在送达慰问后需拍照记录并上传至
统一管理平台! 接受监督和考评( 在非洲猪瘟疫
情农村防控工作中也可以参考这类做法! 增强过
程中的监管( 而不仅仅是疫情防控工作的结果中
出现生猪死亡等不良情况才进行问责! 避免-不出
事就没事.的情况(

$"%增强农村养殖户信息来源( 从调研情况
看! 农村养殖户对于非洲猪瘟疫情的重视程度)

反应灵敏性) 防控意识是比较强的( 但这种防控
意识是相对而言的! 农村养殖户在县域范围内的
信息交流相对灵通! 但非洲猪瘟这种全球性广泛
传染的流行病疫! 等到县域范围内出现相关情况
再由农户知晓! 已经为时过晚( 因此! 需加强农
村养殖户信息来源! 以提高农户对疫情了解的提
前性和对防控知识的直观性( 一是加强政府部门
从中央到地方农村村委的防控信息传达( 二是相
关部门可以利用农村农民经常使用的抖音) 快手
平台建立相关官方账号! 进行防控知识宣传) 防
控视频传播' 三是增强农户自身获取信息的主动
性和能力( 在日常村级活动中或者兽医行医过程
中! 增强对农户合理利用手机网络平台及时获取
疫情防控信息的能力(

$Y%增加农村防控社会化服务( 一是覆盖农村
地区养殖保险( 目前! 企业规模化养殖已有对能
繁母猪等重点猪群的保险业务! 农村地区肉牛养
殖也有了相应保险( 进一步扩大保险覆盖范围!

为农村地区生猪养殖散户投保! 增强养殖信心和
抗风险能力( 二是引入兽医专业学生实习或大学
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 引导大学生利用实习或社
会实践下到农村基层向农村养殖户开展技术服务
或防控宣传工作(

$Z%建立全国动物疫病防控信息一体化平台(

对特殊领域的全国统一防控有很多先例( 日本从
$% 世纪 W% 年代开始研究洪涝干旱预警风险评估和
管理! 逐步形成全国统一的灾害预报与信息传递
系统( 韩国则设立中央灾害对策本部! 专门负责
发布全国范围内的灾害信息和警报( 我国随着经
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贸易流通的频繁! 全国统一布
局) 地区联合防控成为重大疫情发生时的必要选
择( $%;S 年以后! 互联网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

贫困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完善! -数字鸿
沟.加快弥合! 同时! 移动流量资费大幅下降! 居
民入网门槛进一步降低! 信息交流效率得到提
升***农民通过网络关注热点事件成为现实( 在
动物疫病防控领域! 以非洲猪瘟疫情防控为契机!

建立防控信息一体化手机 +11平台! 纳入政府相
关部门) 兽医) 养殖主体等相关主体入驻平台!

提供动物疫病防控信息公开) 交易流通过程监管)

防控工作执行监督等功能服务( 利用信息化优势
将中央政府防控信息第一时间传达到养殖户手中!

同时收集养殖户养殖情况数据! 便于相关部门统
计监测( 这将会减少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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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政府统一管理动物疫病的成效(

T!小结

为探究非洲猪瘟疫情影响我国农村养殖户防
控中的主要问题! 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不同层级
政府在疫情防控中的相关政策和措施! 之后基于
实地调研的结果分析了农村生猪养殖中的问题&

上级政府政策对农村散养关注较少) 农村疫情防
控力量薄弱) 村委在政策执行中存在惰性) 兽医
履职情况不佳和农村养殖户信息获取不足( 为此!

本文认为非洲猪瘟疫情下农村地区的防控应重视
以下问题& 重视政策法规的末端执行! 进行监督
和反馈( 重视社会力量的参与! 发挥市场主体的
能动性( 重视信息技术的使用! 信息化平台的建
设( 本文通过政策梳理和实地调研! 对比分析政
策的制定和执行之间的差异! 了解到农村地区非
洲猪瘟防控工作中相关主体行为背后的考虑! 为
改进对策提供了一手资料支撑(

参考文献!

";#!,(4! [D*3X&! .2D*&2! >HA7:)GQ\ A?A7IQGQ6M+MKGNA?

QOG?>M>L>KG? 167A?B `AQ>B 6? QRAHG6<H>PR6KA7RAHH>K? A?B ,AHG?

JIR>KN9`>QAPR7G?@! $%;Y <$%;# "&#:ab.5>H>KG?AKI)>c

Q>AKNJ! $%;S! ;Z$;%& ;"Z <;Y":

"$# ,Eb&! =EbD! )4(1[! >HA7:aAQGNK>RK6B9NHG6? ?9P̀>K6M

+MKGNA? QOG?>M>L>KG? OG7B `6AKQ$09QQNK6MA% A?B GHQQRAHG6H>PR6c

KA7J>H>K6@>?>GHIG? 069HJ =6K>A:"&#:&69K?A76M5>H>KG?AKI0NGc

>?N>! $%$;! $$$Z%& ""Y$ <""ZT:

""# 岳学全:非洲猪瘟防控策略分析"&#:畜禽业! $%$;! "$

$;;%& "# <"W:

"Y# 刘丽蓉! 王文杰! 孙明! 等:非洲猪瘟防控专题档案规范化
管理"&#:中国动物检疫! $%$;! "W$;;%& T% <T":

"Z# 代振江! 李达! 冯文武! 等:非洲猪瘟防控策略"&#:猪业
科学! $%$;! "W$;%%& YS <Z;:

"T# 卫秀余! 吴文辉! 顾晓! 等:非洲猪瘟防控的经验和误区
"&#:猪业科学! $%$;! "W$;%%& Z" <ZY:

"## 农业部: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八条禁令"DaU',#:$$%;# <%S

<$%% "$%$; <%Z <%;#:JHHR& UUOOO8P6A8@6L8N?U@\UHd@@e

;UHdU$%;W;;UH$%;W;;$;eT;T""WW8JHP:

"W# 韩磊:基于网络舆情的农村突发事件挖掘与分析"[#: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

"S# 石国宁! 张涛! 王无为:中国非洲猪瘟疫情的时空演化特征
及影响因素"&#: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 "Y $"%& ;"#

<;Y$:

";%# 农业部:关于切实做好非洲猪瘟防范工作的通知"DaU',#:

$$%;$ <;; <%$%"$%$; <%Z <%;#:JHHRQ& UUOOO8OAGdG86K@8N?U

7AOU;W$$Y8JHP7:

";;# 农业部:非洲猪瘟防治技术规范$试行% "DaU',#:$$%;Z <

;; <$Y% "$%$; <%Z <%;#:JHHR& UUOOO8P6A8@6L8N?U?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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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R>KRK6R6Q>QQ679HG6?QA?B Q9@@>QHG6?QH6Q67L>HJ>RK6̀7>PQ:

()* +,%-#& +MKGNA? QOG?>M>L>K' K9KA7MAKP>KQ' >P>K@>?NIPA?A@>P>?H' K9KA7@6L>K?A?N>' G?M6KPAHGdAHG6?

R7AHM6K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