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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汝州市进一步加强病死畜禽无害化

处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汝政办〔2022〕75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街道办事处：

《汝州市进一步加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实施方案》已

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2022年 12月 26日

汝州市进一步加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

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主席令 第六

十九号）、《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病死畜禽无害

化处理工作的通知》（农牧发〔2020〕6号）、《病死畜禽和病

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 3

号）、《河南省农业农村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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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的通知》（豫农文〔2021〕186号）、《河

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的通

知》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提升我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水平，

健全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长效机制，切实加强动物疫病防控，做

好我市病死畜禽收集、处理工作，促进畜牧业绿色健康发展，结

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统筹规划、属地负责、政府主导、市场运作、财政补

助、保险联动”的原则，根据我市养殖业发展总体要求，采取“统

一收集、集中处理”的方式，改进完善我市病死畜禽收集、处理

基础设施建设。杜绝因病死畜禽引起的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疫

病传播等公共卫生事件，确保我市畜禽产品质量、生态环境和畜

牧业发展安全。

二、健全无害化处理体系

（一）改进无害化处理中心基础设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6 部委

2015年第 25号令《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的

规定，市政府通过招投标或竞价性谈判的方式，确定一家具备专

业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资质的第三方企业（同等条件下，优先考

虑汝州市原有无害化处理企业），采用农业部《病死及病害动物

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农医发〔2017〕25号）（以下简称“农

业部 2017年《技术规范》”）中的无害化处理工艺，作为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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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指定病死畜禽集中无害化处理中心，负责全市范围内饲养、

屠宰、经营、运输等各个环节产生的病死畜禽、病害动物产品和

屠宰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我市现有病死畜禽收集站点由其统一

运营管理。

（二）规范病死畜禽自行处理。项目建设完成后，根据有关

规定，对不符合现行无害化处理标准、技术规范和环保标准的绿

源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机之源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病死

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和现有养殖企业自建的无害化处理点淘汰

关停。全市辖区内的养殖企业和屠宰企业等要与市级无害化处理

中心签订委托处理协议，否则对其处理的病死畜禽不予补助。畜

禽养殖场、屠宰场、隔离场应具备必要的冷藏冷冻、清洗消毒等

措施以及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的输出通道，并及时通知无害

化处理中心进行收集，或自行送至指定地点。

（三）加强无害化处理场所清洗消毒。处理中心应建立完善

相关清洗消毒制度，建立工作台账，详细记录清洗消毒时间、地

点、对象、消毒药品种类和责任人员等情况,并配备相应的清洗

消毒设施设备，对处理中心厂区、收集站点、收集车辆等重点场

所开展科学规范的清洗消毒，防止病原扩散。每次无害化处理结

束后，对污区环境及设施设备进行全面清洗消毒，一次性防护用

品回收后进行销毁处理;对收集站点的冷库等设施设备，每次清

空后，进行全面清洗消毒,每月至少清空并清洗消毒一次。动物

卫生监督部门对处理中心的清洗消毒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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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不完善、措施不到位的，督促指导限期整改。

三、建立完善无害化处理与保险联动机制

积极推动“保险联动”工作，建立畜牧兽医主管部门、保险

公司的沟通机制，引入物联网技术建立养殖保险服务信息平台、

无害化处理信息平台和联动服务信息平台，实现产地检疫、无害

化处理监管与保险承保理赔信息互联互通，保障无害化处理工作

与联动工作顺利开展。通过信息化平台，实现信息流、工作流的

同步运行。按照“先处理后理赔”原则，将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作为保险理赔的前提条件，建立畜禽保险理赔和无害化处理资源

共享、无缝衔接，实现“保处联动”全覆盖。各乡镇街道积极鼓

励辖区内养殖场和散养户参加畜禽保险，做到应保尽保，确保承

保、理赔工作流程畅通，有序开展。畜牧部门在开展动物疫病防

控工作的同时，积极为畜禽保险提供技术服务和数据支持。

四、完善无害化处理补助政策

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实行先处理后补助，补助指导标

准为：在处理中心统一集中专业无害化处理的，按每头补助 80

元的标准直接补助给处理中心。财政部门将无害化处理相关补助

资金纳入年度财政预算，采取定期结算等方式及时足额发放补

助，切实减轻无害化处理企业资金压力；要优先保障公益性病死

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确保无害化处理体系有效运行。

鼓励病死畜禽集中无害化处理场接受委托，有偿对其他生产

经营者的病死畜禽进行无害化处理。牛羊禽等其他畜种的无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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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应纳入集中处理范围，处理费用由养殖场户自行承担。

五、工作程序。

按照“政府监管、企业运作”的原则，强化主体责任，确保

病死畜禽集中无害化处理“应收尽收，应处尽处”。

（一）收集与收存。

1.畜禽养殖场、养殖户、屠宰厂（场）、隔离场应当及时对

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进行贮存和清运。畜禽养殖场、屠宰厂

（场）、隔离场委托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场处理的，应当采取必

要的冷藏冷冻、清洗消毒等措施，具有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

输出通道，及时通知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进行收集，或自行

送至指定地点。

2.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在查处、审理相关违法犯罪案件

时查扣的畜禽及其相关产品，在固定证据后，需要依法销毁的，

由涉案当事人负责转运至集中无害化处理中心。处理费用按《中

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规定依法依规执行。

3.在河道、湖泊、水库等水域发现的死亡畜禽，由水利部门

和河道管理部门组织收集并交处理中心或收集点收存处理；在市

区公共场所、乡村发现的病死畜禽，由所在地乡镇街道负责组织

收集并交处理中心或收集点收存处理；在野外环境发现的死亡野

生动物，由林业部门组织收集并交处理中心或收集点收存处理。

（二）收运与集中处理。

无害化处理中心承担全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要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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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病死畜禽的收集收存，定期将集中收集点病死畜禽运至进行

无害化处理。在收运处理病死畜禽时，要认真进行清点登记。病

死畜禽登记装车结束后，由无害化处理中心负责对集存点环境进

行消毒处理。收运病死畜禽车辆到达处理厂后，动物卫生监督所

驻厂官方兽医、保险公司和无害化处理厂业务人员要对病死畜禽

的数量进行清点、验证。确认无误后，进入处理车间予以处理，

处理全过程同步录像，保存数据留存备查。

六、加强无害化处理监督管理

（一）全面落实无害化处理责任。

1.落实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从事畜禽饲养、屠宰、经营、

运输、隔离的单位和个人是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第一责任人，

应切实履行无害化处理主体责任，依法建立养殖档案，详细记录

畜禽发病、死亡等情况，病死畜禽由无害化处理中心统一集中处

理。无害化处理中心作为承担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任务的经营主

体，应认真执行疫病防控、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法律法规，如

实报告病死畜禽收集和处理情况，落实台账管理，如实记录收集、

处理等各环节信息，提高收集、暂存、运输、处理设施建设标准，

强化运输车辆清洗消毒, 确保符合动物防疫和环境保护要求。

2.推动落实属地管理责任。落实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属

地管理责任，将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纳入乡镇街道绩效管理考核

指标体系，明确各环节的监管责任，推动形成网格化管理、联防

联动的工作格局，切实解决无害化处理运行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



— 7 —

问题。

3.强化部门责任落实。市畜牧局：负责对无害化处理中心和

养殖场户的日常监督检查，确保全体病死畜禽按要求“应报尽报、

应处尽处”；不定期开展无害化处理设施和运输车辆病原检测，

落实生物安全防控措施。加强对乱扔乱弃、收购、贩卖、屠宰、

加工病死畜禽及其相关产品等违法行为的排查，加大对重点区

域、重点时段的排查力度和频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病

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建设项目用地选址规划工作，及时开辟审

批建设用地手续“绿色通道”，优先办理，限期审批，确保项目

顺利落地。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做好病死畜禽资源化利用的政策

支持和指导，优先推广、使用无害化处理中心生产的有机肥原料

添加产品。市农机局：加强对项目建设的技术指导，将无害化处

理设施设备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汝州分

局：负责依法依规开展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环评审批与环境监

管。市税务局：将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

保护项目的所得，按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市发展改革

委：负责做好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建设项目立项工作。市物

价办：负责落实农业用电价格政策。市公安局：对病死畜禽无害

化处理中心建设及后期日常运营期间发生的群众阻扰、拦路、堵

路事件予以打击，为项目建设和运行工作提供强力保障。市财政

局：加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专项资金的监管，处理中心建设完

成后，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拨付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政策性补助



— 8 —

资金。市市场监管局：负责加强动物产品流通环节监管，严把肉

品市场准入关，对不合格的肉品一律依法查处并由无害化处理中

心统一作无害化处理。市金融工作局：要拓宽金融支持领域，加

大对无害化处理企业的贷款扶持力度。保险公司：将病死动物无

害化处理作为保险理赔的前置条件，积极协助养殖场户做好病死

动物的无害化处理工作。

（二）建立完善无害化处理监管体系。

1.加强无害化处理日常监管。市畜牧局对病死畜禽的收集、

暂存、转运、处理等信息要即时审核，按要求上报，并有影像照

片等证明材料。以“河南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监管平台”为依

托，完善畜禽死亡、收集、核实登记等制度，督促养殖场、收集

站点、处理中心、保险公司分别建立台账，做到病死畜禽收集、

暂存、转运、处理、处理产物流向等环节专人记录、复核和管理，

确保“账账相符、账物相符、单随货走、日清月结”。动物卫生

监督所对无害化处理各个环节进行监督检查，加大对违法违规行

为的查处力度。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要及时组织开展对病死畜

禽收集后产物、环境和清洗消毒前后运输车辆的病原检测，推动

落实生物安全防控措施。

2.推进信息化监管应用。按照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的统一

安排，积极应用武汉至为科技公司畜禽无害化处理监管平台，以

专业处理中心和自行处理的大型规模养殖场为重点，逐步完善畜

禽死亡报告、定点收集、核实登记制度，建立涵盖病死畜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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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转运、入库、处理、处理产物流向监管等模块的无害化处

理监管信息系统，确保无害化处理设施、视频监控设备正常运转，

实施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信息化监管。强化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与养殖保险联动机制，实现保险理赔信息与无害化处理信息共

享。

3.建立无害化处理监督举报机制。全市设立统一监督举报电

话：13663752507（支持短信留言），充分发挥社会群众监督力

量，畅通监督举报渠道。鼓励全社会对乱扔乱弃、收购、贩卖、

屠宰、加工病死畜禽及其相关产品等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和举报，

对举报人信息予以保密。

4.加强补助资金使用监管。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下达后，财

政部门在三个月内将补助资金给付到位。对提供虚假资料、骗取

套取、挪用补助资金的单位和个人，一经查实，全额追回补助资

金，并依法依规处理。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认真落实病死畜禽无

害化处理工作属地管理责任，由市人民政府牵头，组织各乡镇街

道、畜牧、发改、自然资源和规划、财政、农业农村、生态环境

保护、住建、市场监管、公安、应急管理、税务、电力、水利、

交通、保险等相关部门相互配合、共同协作，形成分工负责、协

同推进的良好工作机制，全面完成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体系建设

工作。逐级成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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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和统筹协调，建立区域和部门间联防联动机制，确保各项保障

条件，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确保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长效

持续运营。为确保我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顺利开展，成立

汝州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领导小组（名单附后），主管农

业副市长任组长，畜牧、发改、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和乡镇街

道有关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畜牧局，市畜牧局局

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二）加强监督检查，强化工作考核。市病死动物无害化处

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时制定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制度、

工作职责和操作规程，建立常态化工作督查和通报制度。加强监

督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对乱扔乱弃、贩卖病死畜禽和加工

制售病死畜禽产品等违法犯罪行为严厉打击。

（三）强化宣传教育，营造舆论氛围。各乡镇街道与村委会

（居委会）、养殖合作社、养殖场、散养户签订承诺书或责任书，

向群众发放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宣传资料、告知书，并通过广播、

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介、网络媒体、培训等多种途径，广泛宣传

实施病死畜禽集中无害化处理的重要意义，大力宣传动物防疫和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提高公众安全意识，鼓励全社会对抛弃、收

购、贩卖、屠宰、加工病死畜禽等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和举报，全

面推行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社会化服务，提高病死畜禽无害化处

理能力，努力营造诚信经营、放心消费的良好社会氛围。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汝州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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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实施方案》（汝政办〔2014〕56号）和《汝州市全面推进病

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实施方案》（汝政办〔2015〕66号）即行废

止。

附件：汝州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领导小组

附 件

汝州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李鑫琪（市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李天玺（市畜牧局局长）

成 员：王幸伟（市财政局主任科员）

魏向前（市畜牧局主任科员）

王继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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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资源总规划师）

陈建卿（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汝州分局副局长）

平向化（市城市园林管理中心八级职员）

杨伟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孙 涛（市公安局副局长）

陈 健（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杜文勋（市金融工作局办公室主任）

杨晓东（市水利局河道管理所所长）

李光辉（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二级主任科员）

许刘峰（国网汝州市供电公司副总经理）

王俊豪（临汝镇副镇长）

陈志谨（夏店镇党委副书记）

郭向涛（庙下镇副镇长）

张幸周（小屯镇副镇长）

佑单单（寄料镇副镇长）

张留洋（温泉镇副镇长）

郭顺恒（蟒川镇副镇长）

田晓鹏（杨楼镇副镇长）

王世超（纸坊镇党委副书记）

颜丙跃（大峪镇武装部长）

秦宇华（焦村镇副镇长）

吉俊杰（米庙镇副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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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利（骑岭乡副乡长）

王永芳（陵头镇党委副书记）

郭政委（王寨乡副乡长）

吴会丽（洗耳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薛博良（钟楼街道办事处武装部长）

张智永（汝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科员）

代国涛（风穴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李盼盼（煤山街道办事处组织委员）

李钢钳（紫云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畜牧局，李天玺同志兼

任办公室主任。

（人员调整的以调整后的负责人为准，不再另行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