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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韩小伟

您知道吗，在农村养6只鸡，或者养
一只鸭，它们也都要“办身份证”。近日，
半岛记者来到青岛市畜牧业安全监管
信息中心进行探访。据悉，岛城已有规
模化养殖场4200余家、散养户66000余
家纳入畜牧业安全监管信息平台监管。
有61个基层动监站430个监管责任网
格，还有471名防疫安全协管员，对畜禽
信息进行管理。这些信息里，不但有地
址、品种、数量等，打次防疫针、消毒场
地也都要记录。

66000家散养户“上户口”

在位于李沧区广水路的青岛市畜
牧业安全监管信息中心，记者采访获
悉，目前，岛城推进畜牧业安全监管信
息平台，通过该平台，实现了对饲养、生
产、屠宰、加工等各个环节的网上实时
监控和全面监督，比如实时监管功能方
面，在畜产品安全隐患易发场所的关键
部位，通过购买服务，对300多家重点企
业,每个企业安装4个高清摄像头。
岛城有多少养殖场户，都是如何进

行监督管理的？青岛市畜牧业安全监管
信息中心工作人员介绍，监管信息平台首
先将养殖场户信息纳入监管：岛城包括
66000余家散养户全部纳入平台管理，基
本涵盖了岛城所有的养殖场户。具体纳入
了哪些信息？工作人员从平台系统里调出
来一些养殖场户的数据，记者看到，其中
一名姓柳的散养户家住黄岛区宝山镇，
他饲养着长白猪22头、蛋鸡8只、鸭1
只；一名姓徐的散养户信息显示，他住
在莱西市马连庄，养着6只海兰褐蛋鸡。

471名协管员一线辅助监管

1只鸭、6只鸡都要“上户口”，这是怎

么做到的？工作人员说，“相比规模较大的
养殖场，散养户是监管的一大难题。”对于
散养户来说，管理难度要大得多，为此，全
市61个基层动监站管辖区域划分为430
个监管责任网格，每个网格落实1到2名
网格管理责任人，对各自管理区域进行
管理，其中就包括填报散养户的相关信
息。实际上，对于这些人而言，散布在各村
各户的散养户还是不够集中，因此岛城
还建立了基层防疫安全协管员队伍。
“协管员一般都是当地人，对情况很熟悉，
所以能够掌握散养户的相关信息，他们对
于监管人员是一个辅助力量。”
据介绍，岛城建立专业化、职业化、

年轻化的基层动物疫病防控和畜产品
质量安全协管员队伍。原则上每10个村
配备1人，由各区市人社部门会同畜牧
部门负责招录，劳务公司统一派遣，镇
政府（街道）与其签订劳动合同，畜牧兽
医部门管理使用，在基层动监站集中办
公。目前，全市已招录471名防疫安全协
管员充实一线。

处理病死动物须先拍照

养殖畜禽，出现病死情况并不罕

见。据了解，病死动物有不小的危害，若
随意丢弃，其隐患可能有：病死畜禽携
带病毒与细菌，造成动物疫病传播，威
胁公共卫生安全与人体健康。因此，相
关法律规定，对病死动物要“四不一处
理”，即是不准宰杀、不准出售、不准食
用、不准转运，对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各区市已建立

了集中无害化处理场，解决了乱扔病死
动物的安全隐患。据悉，畜牧业安全监
管信息平台设计有无害化处理模块，并
开发了病死动物无害处理监管APP，通
过3歩进行相关处理。
作为养殖场户来说，一旦遇到畜禽

病死情况，他需要通过APP进行申报，
“申报流程也不难，拍照片、填写数量等。”
工作人员说，这里要拍的照片作用不小，
在申报之后，第二步将是监管兽医核查，
兽医将查看照片中病死动物的状况、病死
动物的数量等信息，判断出现的动物病死
情况是属于正常范围的死亡，还是可能突
发疫情。第三步，无害化处理厂现场收
集，随后还要由驻厂兽医确认监督，最
后一步是无害化集中处理。
对于养殖场户来说，他们会主动申

报病死动物情况吗？工作人员介绍，目
前对于养殖场户和无害化处理厂，都有

相关的补贴，“养殖场户除了申报信息
外，就可以等着专业人员来处理，自己
根本不需要再做什么，非常方便，而且
还有补贴，所以没有做别的处理的动
机。”

应急指挥系统远程应对疫情

据介绍，一旦发生疫情，会及时划
定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将病禽所在
禽场（户）或其他有关屠宰、经营单位划
为疫点。以疫点为中心，将半径3公里内
的区域划为疫区。将距离疫区周边5公
里内的区域划为受威胁区。
工作人员说，畜牧业安全监管信息

平台还开发了重大动物疫情远程应急
指挥系统，当发生动物疫情时，通过应
急电子地图可实现远程指挥，系统将自
动对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内的畜种数
量、养殖单位数量、捕杀数量、免疫数
量、消毒面积等信息进行统计，为控制
和处理动物疫情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我们点开电子地图，就能以疫点为中
心，明确在一定区域内有多少养殖场
户，每个养殖场户动物数量，这些信息
一目了然。”

6只散养鸡，也要上“户口”
岛城66000余家散养户纳入安全监管信息平台，记者探访监管流程

□半岛全媒体记者 周晓荷 报道
本报5月15日讯 “1+1+1”产业

集聚区，包括传统产业集聚区、新兴产
业集聚区和高技术制造业集聚区，是青
岛今后加快新旧动能转换，重点培育发
展的工业集聚区。15日，记者从市经信
委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市23个重点
产业集聚区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1118 . 5亿元，占全市工业集聚区产值
的45 . 3%；实现利润52 . 5亿元，占全市
工业集聚区的39 .2%。
传统产业集聚区有7个，分别为黄

岛船舶海工产业集聚区、城阳机械装备
产业集聚区、崂山国家通信产业园、即
墨纺织服装产业集聚区、胶州机电装备
产业集聚区、莱西农副食品产业集聚

区、平度食品饮料产业集聚区。一季度，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615家，占23个
重点集聚区的58 .1%；实现规模以上工
业产值640亿元，同比增长8 . 6%；实现
利润27 .6亿元，同比下降1 .2%，产值和
利润规模分别占 2 3 个集聚区的
57 .2%、52 .6%。
新兴产业有11个，为黄岛海洋生

物产业集聚区、城阳轨道交通产业集聚
区、青岛软件科技城、高新区高端装备
产业集聚区、崂山高端装备产业集聚
区、即墨龙泉汽车产业集聚区、即墨太
阳能产业集聚区、胶州高端装备产业集
聚区、莱西石墨新材料产业集聚区、莱
西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区、平度新能源
产业集聚区。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达到347家，占23个重点集聚区的
32 . 8%；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389 . 5
亿元，同比增长7 . 1%；实现利润21 . 7
亿元，同比下降5 .4%，产值和利润规模
分别占23个集聚区的34 .8%、41 .3%。
高技术制造业集聚区有5个，分别

为黄岛通用航空产业集聚区、城阳电子
信息产业集聚区、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
集聚区、胶州通用航空产业集聚区、平
度家电电子产业集聚区。一季度，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达到96家（黄岛和胶州2
个通用航空集聚区为新培育的，尚未形
成规模以上），占23个重点集聚区的
9%；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88 .8亿元、
利润3 . 2亿元，分别占23个集聚区的
7 .9%、6 .1%。

23个重点集聚区一季度利润52.5亿
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1118.5亿元，占全市工业集聚区产值的45.3%

□半岛全媒体记者 徐杰 报道
本报5月15日讯 15日，记者采

访获悉，在科技部近日公布的2016年
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名单中，入
驻青岛博士创业园的青岛贞正分析仪
器有限公司、青岛文通教育软件系统
有限公司等三家企业榜上有名。新认
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将由区财政给予
10万元的奖励。
据了解，新认定的三家企业都从

事高新技术行业，有的专注于新一代
超微量物质检测技术的研发、推广与
产业化，有的专注于教育信息化产品
的开发、研究，有的专注于研发可持续
发展的高科技安全产品，无一例外地
顺应了青岛加速新旧动能转换的潮流
与趋势，着力打出了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的发展“优势牌”。

仨高新企业获国家认定

区财政奖10万元

岛城畜牧业安全
监管信息平台能够实
时监控重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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