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的实施意见

渝府办发〔2015〕158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
〔2014〕47号），扎实推进病死畜禽（含自然灾害死亡畜禽、不明原因死亡畜禽、病死畜
禽产品、有毒有害畜禽产品等，下同）无害化处理，保障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促进
养殖业健康发展，经市政府同意，现就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按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以及时处理、清洁环保、合理利用为目标，坚持统
筹规划与属地负责相结合、政府监管与市场运作相结合、财政补助与保险联动相结合、集
中处理与自行处理相结合的原则，尽快建成覆盖畜禽饲养、屠宰、经营、运输等各环节的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责任体系，确保区域内不发生病死畜禽污染环境、传播疫病、流上餐
桌等公共安全事件。

二、落实工作责任

（一）行政管理责任。全市各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负总责，政府
有关部门和机构承担具体责任。发展改革部门负责统筹规划，会同畜牧兽医部门制定病死
畜禽无害化处理项目建设实施规划；财政部门负责预算和管理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相
关经费，制定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财政补助政策；市政管理部门负责城市街道病死畜禽无
害化处理的行政管理，在垃圾处理场等场所建设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场；畜牧兽医部门负
责养殖、运输、屠宰环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进入批
发、零售市场或生产加工企业后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行政管理；物价部门负责制定病
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收费标准；国土、环保、交通、物价、科技、电力、检验检疫等部门按
照各自职责做好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相关工作。

（二）监督执法责任。畜牧兽医、市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管、环保等部门的监督执法
机构，要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对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监督、执法职责；因病死畜禽给
动物疫病防控、市容环境卫生、食品安全、环境保护造成严重影响的，要依法严肃查处。
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对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要及时移
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要依法立案侦查。

（三）生产经营者责任。所有权明确的病死畜禽，按照“谁产生、谁处理”原则，生
产经营者应及时对病死畜禽进行无害化处理，并负有向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或食品药品监管
部门报告病死畜禽处理情况的义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抛弃、收购、贩卖、屠宰、加工
病死畜禽。

（四）属地处理责任。对违法丢弃或不能确定所有权的病死畜禽，按属地管理原则，
由发现地有关单位负责收集处理。在江河、湖泊、水库等场所发现的病死畜禽，由所在地
水域环境卫生责任单位打捞并作无害化处理；其他公共区域发现的病死畜禽，由所在地市
容卫生责任单位、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收集并作无害化处理；从市外或市内
跨区县（自治县）流入的病死畜禽，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生产加工企业前，由发现地畜



牧兽医部门会同公安部门调查处理；从市外或市内跨区县（自治县）流入的病死畜禽，进
入批发、零售市场或生产加工企业后，由发现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会同公安部门调查处
理。

三、完善处理手段

（一）生产经营者自行实施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常年存栏生猪当量3000头以上（含
3000头）的畜禽规模养殖场（养殖小区）、畜禽定点屠宰场，应购置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以民办自用、就近处理、清洁环保为原则，自行实施病死
畜禽的无害化处理。其他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过渡性屠宰场（点）、畜禽养殖专业
户、农村散养畜禽户，可采取就近深埋等方式处理病死畜禽；或在保障病死畜禽运输符合
相关要求的前提下，有偿委托就近的病死畜禽无害化集中处理场进行处理。

（二）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集中处理体系。各区县（自治县）要按照政府资助、市场
化运作、政府购买服务的原则，以村社收集、乡镇贮藏、统一运输、集中处理为基本框
架，力争在2017年前形成本行政区域的病死畜禽无害化集中处理体系。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场建设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优先考虑与
当地的餐厨垃圾、生活垃圾、医疗垃圾处理体系或其他环卫、生态处理体系合并规划、修
建。主城各区可委托重庆市无害化处理场或利用市政环卫处理体系中的畜禽无害化处理设
施，进行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主城区以外各区县（自治县），应结合自身实际，依据本
行政区域畜禽养殖、疫病发生和畜禽死亡等情况，因地制宜，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场。各区县（自治县）应具备病死畜禽收集、贮藏、运输等条件，做到村社有收集点、乡
镇有冷冻贮藏站、区县（自治县）有专用运输车辆。原则上每个畜牧大县建设1个病死畜禽
无害化集中处理场，鼓励跨区县（自治县）建设病死畜禽无害化集中处理场。

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病死畜禽无害化集中处理体系建设。政府全额出资建设病死
畜禽无害化集中处理体系的，主要由区县财政出资承担，市财政适当补助。社会单位或个
人出资修建病死畜禽无害化集中处理体系的，政府给予一定补助。病死畜禽无害化集中处
理体系建成后，应承担政府机构收集、查封、扣押的病死畜禽的无害化处理，费用由区县
财政承担，并有偿对其他生产经营者的病死畜禽进行无害化处理。区县财政对病死畜禽无
害化集中处理场设备设施的升级改造，给予适当补助。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病死畜禽的无害化处理
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明确各领域、各环节病死畜禽及其产品无害化处理的行
政管理部门、监督执法机构和行为实施单位，并在2015年年内制定贯彻本实施意见的具体办
法。要建立健全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责任追究制，确保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各项要
求落到实处。

（二）强化政策支持。全市各级政府要用好用活扶持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统筹项
目、整合资金，打捆使用生猪调出大县、沼气工程建设、养殖污染治理、生猪保险和生猪
无害化处理补助资金等项目资金，将其合理使用到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环节。农业、畜牧
兽医、环保等部门对大型规模养殖场、屠宰场自建病死畜禽无害化设施给予项目资金支
持；财政、发展改革、环保、国土等部门对社会单位和个人出资修建病死畜禽无害化集中
处理场的，参照公益性设施建设给予立项、用地、用电、环评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扶
持，国土部门优先保障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用地；畜牧兽医部门应将落实病死畜
禽无害化处理情况与产业扶持发展政策资金挂钩，享受财政补助的养殖场应具备动物疫病
诊断、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设施等条件。鼓励保险机构增加畜禽养殖业政策性保险种类，
扩大保险覆盖面，提高承保率和投保补贴额度；建立养殖保险与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联动
机制，将实施无害化处理作为病死畜禽出险理赔的前提条件，对不能确认无害化处理的，
保险机构不予赔偿。



财政、物价部门应综合考虑病死畜禽收集成本、设施建设成本和实际处理成本等因
素，于2016年6月底前出台财政补助、委托处理收费等政策。财政部门建立完善病死畜禽损
失补助政策、无害化处理补助标准以及病死畜禽送交补助激励机制；将病死畜禽无害化处
理补助范围由生猪规模养殖场（养殖小区）扩大到所有畜禽散养场户；将病死畜禽无害化
处理设施设备纳入我市农机购置补贴范围。税务部门对从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企业，
按规定给予国家有关税收优惠。电力部门将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收储、处理用电纳入农业
用电，做好病死畜禽收储、处理场所的用电保障。交通部门对购置和使用病死畜禽无害化
处理专用运输车辆的在政策方面予以支持。科技部门要积极支持研究新型、高效、环保的病
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技术和装备。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要明确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确认单位；按照“谁处理、
补给谁”的原则，明确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补助经费在收集、运输、贮藏、销毁等环节的
补助比例和支付方式，对实施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单位或个人可单独或合并享受各处理
环节补助。

（三）强化宣传教育。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要广泛宣传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
重要性和病死畜禽产品的危害性，普及科学的无害化处理常识，增强广大市民的法制意
识、环境卫生意识、动物防疫意识、生物安全意识、食品安全意识。各区县（自治县）要
建立健全非法处置病死畜禽行为的有奖监督举报制度，鼓励群众和媒体对抛弃、收购、贩
卖、屠宰、加工病死畜禽等违法行为进行举报。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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