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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无规定动物疫病
区的建设管理，预防、控制、净化、消
灭动物疫病，促进养殖业发展，防控
人畜共患传染病，维护公共卫生安
全，保护人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
动物饲养、屠宰、经营、隔离、无害化
处理、运输，动物产品生产、加工、经
营、运输、贮藏以及参与无规定动物
疫病区建设管理相关活动的单位或
者个人，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动物，是指
家畜家禽和人工饲养、捕获的其他
动物。

本条例所称动物产品，是指动
物的肉、生皮、原毛、绒、脏器、脂、血
液、精液、卵、胚胎、骨、蹄、头、角、筋
以及可能传播动物疫病的奶、蛋等。

本条例所称规定动物疫病，是
指国家和省规定重点控制或者消灭
的口蹄疫、非洲猪瘟、猪瘟、高致病
性禽流感、新城疫、炭疽、布鲁氏菌
病等一、二、三类动物疫病，并根据
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制定公布
的名录予以调整。

本条例所称动物防疫，是指动
物疫病的预防、控制、诊疗、净化、
消灭，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和病
死动物、病害动物产品的无害化处
理。

第四条 本条例所称无规定动物
疫病区，是指具有天然屏障或者采
取人工措施，在一定期限内没有发
生国家规定的一种或者几种动物疫
病，并经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验收合格的区域。

本条例所称无规定动物疫病生
物安全隔离区，是指处于同一生物
安全管理体系下，在一定期限内没
有发生规定的一种或者几种动物疫
病的若干动物饲养场及其辅助生产
场所构成的，并经验收合格的特定
小型区域。

第五条 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
管理实行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统一
规划、依法治理的原则，促进畜牧业
高质量发展。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
对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管理工作
的统一领导，建立健全动物疫病预
防控制机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和
乡镇人民政府、涉及畜牧兽医工作
的街道办事处的畜牧兽医机构；加
强基层动物防疫队伍建设，保障人
员编制落实；加强动物防疫体系建
设，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基层机构队
伍，制定并组织实施动物疫病防治
规划。

乡镇人民政府、涉及畜牧兽医
工作的街道办事处组织群众做好本
辖区内的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工
作，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予以协
助。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
管部门负责全省动物防疫和无规定
动物疫病区建设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
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动物防疫
和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管理工
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成立防治动
物重大疫病指挥机构，发展改革、公
安、财政、交通运输、卫生健康、林
草、市场监管、海关、畜牧兽医等成
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工
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动物卫生
监督机构，负责动物、动物产品的检
疫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承担动物疫病
的监测、检测、诊断、流行病学调查、

疫情报告以及其他预防、控制等技
术工作；承担动物疫病净化、消灭
的技术工作。

第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涉及畜
牧兽医工作的街道办事处的畜牧
兽医机构应当配合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做好本辖
区的动物疫病预防控制、动物检
疫、重大动物疫情处理、畜牧兽医
行业政策宣传和技术推广等工作。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支持和
鼓励动物防疫的科学研究工作，推
广先进适用的科学研究成果，普及
动物防疫科学知识，提高动物疫病
防治的科学技术水平。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
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管理和动物
防疫相关法律法规，鼓励、支持社会
组织、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各方面参
与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管理和动
物防疫相关活动。

对在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管
理和动物防疫工作中做出显著贡献
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及有
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给予表彰、奖励。

有关单位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为
动物防疫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对
因参与动物防疫工作致病、致残、死
亡的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
补助或者抚恤。

第二章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

第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编制
全省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规划，
具体由省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
门组织开展。

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按照全省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
规划，编制本行政区域的无规定动
物疫病区建设规划，报省人民政府
备案。

第十二条 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
设应当按照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规定的标准组织实施，并报国务
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评估验收。

以市（州）或县（市、区）为单位
建设（或联建）无规定动物疫病区，
应当按照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规定的标准组织实施，由省人民政
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并申
请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评估验
收。

第十三条 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的
区域范围和界限应当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依据法律
法规、自然地理或人工屏障情况划
定。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
牧兽医主管部门按照“防疫实现无
疫、监测证明无疫、监管保障无疫、
应急恢复无疫”的总体要求，加强动
物疫病强制免疫体系、动物疫病监
测预警体系、动物卫生监督监管体
系和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第十五条 进入无规定动物疫病
区的动物、动物产品应当走指定通
道并接受监督检查。

省人民政府根据无规定动物疫
病区建设需要，确定指定通道和动
物卫生监督检查站，具体由省人民
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会同省人民
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报省
人民政府批准后，由省人民政府发
布。

进出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内的主
要道口应当设立警示标志。

畜牧兽医、交通运输、公安主管
部门应当建立运输动物车辆管理、
监控协作机制。

第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按照
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规划，加强
引进动物的隔离场所的建设，建设
标准应当符合国家和省的有关规
定。

第三章 规定动物疫病的预防

第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畜牧兽医
主管部门建立动物疫病风险评估制
度，对规定动物疫病状况进行风险
评估。

省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
根据国内外动物疫情，以及保护养
殖业生产和人体健康的需要，及时
会同省卫生健康等有关部门对全省
动物疫病进行风险评估，依据风险
评估结果制定规定动物疫病的预
防、控制、净化、消灭措施。

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畜
牧兽医主管部门会同本级人民政府
卫生健康等有关部门对本行政区域
内的规定动物疫病进行风险评估，
并落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净化、
消灭措施。

无规定动物疫病生物安全隔离
区建设的企业，根据无规定动物疫
病生物安全隔离区及其周边区域规
定动物疫病的状况，结合规定动物
疫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开展规定动
物疫病风险评估，依据风险评估结
果修订生物安全计划。

第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畜牧兽医
主管部门根据国家规定制定全省规
定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实施强
制免疫。未列入强制免疫计划的规
定动物疫病，省人民政府畜牧兽医
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危害程度制定免
疫计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计划免疫。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对
强制和计划免疫效果进行监测，对
免疫效果未达到国家规定标准的，
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进行补
免或者强化免疫。

第十九条 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
人应当依法履行规定动物疫病的强
制免疫义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拒绝、阻碍免疫。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
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规
定动物疫病的免疫计划，对饲养动
物的单位和个人履行强制免疫义务
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乡镇人民政府、涉及畜牧兽医
工作的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本辖区
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做好动物疫
病的强制免疫工作，协助做好监督
检查；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协助
做好相关工作。

经强制免疫的动物，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免疫档案，加施
畜禽标识，实施可追溯管理。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建立健全动物疫病监测网络，加
强动物疫病监测。边境市（州）、县
（市、区）人民政府根据防范外来动
物疫病需要，合理设置动物疫病监
测站或测报站。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
主管部门与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
门，以及海关部门应定期交流预
警信息，紧急情况及时通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
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及省动物
疫病监测与流行病学调查计划和
要求制定本级动物疫病监测和流
行病学调查方案。

各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
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对规定动物疫
病的发生、流行等情况进行监测。

从事动物饲养、屠宰、经营、隔
离、运输以及动物产品生产、经

营、加工、贮藏、无害化处理等活动
的单位和个人对本条前款规定的监
测活动，不得拒绝或者阻碍。

省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
负责发布动物疫情预警信息，各级
人民政府接到动物疫情预警信息
后，应及时制定和落实规定动物疫
病的预防和控制措施。

第二十一条 动物饲养场、动物
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动
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应
当符合国家有关动物防疫条件规
定，由其开办单位或个人向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提
出申请，并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
证。

动物饲养场、动物隔离场所、
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动物和动物产
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开办的单位或
个人，应当在每年 1 月底前将上一
年的动物防疫条件情况和防疫制
度执行情况向发证机关报告。

经营动物、动物产品的集贸市
场，应当具备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规定的动物防疫条件，并接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
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种用、乳用动物应
当符合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规定的健康标准。

饲养种用、乳用动物的单位和
个人，应当按照国务院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的要求，定期开展动物疫病
检测；检测不合格的，应当在当地人
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的监督下
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予以处
理。

第二十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饲
养的家畜家禽应当实行舍饲圈养或
者定点放养。饲养家畜家禽的单位
和个人，应采取相应防疫措施，防止
动物疫病传播。

第四章 规定动物疫病的控制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根据上级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
案和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本行政区
域的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报上
一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备
案，并抄送上一级人民政府应急管
理部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
医主管部门按照不同动物疫病病
种、流行特点和危害程度，分别制定
实施方案。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和实施
方案根据疫情状况及时调整。

第二十五条 重大动物疫情发生
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
管部门应当立即划定疫点、疫区和
受威胁区，调查疫源，并向本级人民
政府提出启动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指
挥系统、应急预案和对疫区实行封
锁的建议，有关人民政府应当立即
作出决定。

对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理实行
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按照应急预案
确定的疫情等级，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对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采取
相应的应急控制措施。

第二十六条 从事动物疫病监
测、检测、检验检疫、研究、诊疗以及
动物饲养、屠宰、经营、隔离、运输等
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发现动物染疫
或者疑似染疫的，应当立即向所在
地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或者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并迅
速采取隔离等控制措施，防止动物
疫情扩散。其他单位和个人发现动
物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应当及时
报告。

接到动物疫情报告的单位，应
当及时采取必要的控制处理措施，
并按照有关规定的程序上报。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瞒报、谎
报、迟报、漏报动物疫情，不得授意
他人瞒报、谎报、迟报动物疫情，不
得阻碍他人报告动物疫情。

第二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畜牧兽
医主管部门根据国务院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授权，发布本省动物疫情。
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发布动物疫
情。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畜牧兽医、卫生健康、野生动物保护
等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人畜共患
传染病防治协作机制。具体协作机
制由省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
牵头制定。

发生人畜共患传染病疫情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
门应当及时处置畜间疫情；卫生健
康、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按照法
律法规规定及时处置，并及时与同
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相互通报。

第二十九条 患有人畜共患传染
病的人员不得直接从事动物疫病监
测、检测、检验检疫、诊疗以及易感
染动物的饲养、屠宰、经营、隔离、运
输等活动。

第三十条 采集、保存、运输动物
病料或者病原微生物以及从事病原
微生物研究、教学、检测、诊断等活
动，应当遵守国家有关病原微生物
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的规定。

第三十一条 疫区内有关单位和
个人，应当遵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及其畜牧兽医主管部门依法作出的
有关控制动物疫病的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藏匿、转
移、盗掘已被依法隔离、封存、处理
的动物和动物产品。

第三十二条 发生重大动物疫情
后，由有关防治动物重大疫病指挥
机构决定，设置临时动物防疫检查
站，采取隔离、扑杀、销毁、消毒、紧
急免疫接种等控制措施，有关单位
和个人必须服从；拒不服从的，由公
安机关协助执行。

第三十三条 发生重大动物疫
情 后 ，乡 镇 人 民 政 府 、涉 及 畜 牧
兽医工作的街道办事处、村民委
员 会 、居 民 委 员 会 应 当 组 织 力
量，向公众宣传动物疫病防控的
相关知识，协助做好疫情信息的
收集、报告和各项应急处理措施
的落实工作。

重大动物疫情发生地的人民
政府和毗邻地区的人民政府应当
做好重大动物疫情的控制工作。

第三十四条 当封锁期结束或
一个以上潜伏期结束，未再发现
该 动 物 疫 病 新 病 例 时 ，划 定 疫
点、疫区和受威胁区的畜牧兽医
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务院农业农
村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
疫情控制情况进行评估，评估后
达到国家规定的控制标准的，由
原 决 定 机 关 决 定 并 宣 布 撤 销 疫
点、疫区和受威胁区。如果疫区
封锁的，应同时报请本级人民政
府解除疫区封锁，由发布封锁令
的人民政府决定，并向社会公布。

（下转05版）

吉林省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管理条例
（2002 年5月31日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2011 年 7 月 28 日吉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修订
2021年11月25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修订）

省人大常委会公告
第75号

《吉林省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

管理条例》经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于 2021年 11月 25日修订通过，现予

公布，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11月25日

公告
依据《物权法》第146条规

定:“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互
换、出资或者赠予的，附着于
该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及
附属设施一并转让”。第 147
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
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
者赠予的，该建筑物、构筑物
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主体一并
处置”。

土地使用者：周彦良，坐
落于4区2段314号4单元302
室，房屋所有权已于 2011年 8
月9日转让给王洪波，依据《物
权法》第147条规定，该房屋占
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
转让。
特此公告

镇赉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2年1月17日
公告

依据《物权法》第146条规
定:“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互
换、出资或者赠予的，附着于
该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及
附属设施一并转让”。第 147
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
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
者赠予的，该建筑物、构筑物
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主体一并
处置”。

土地使用者：魏素芹，坐
落于：四方坨子区 92 段 92-7
号，房屋所有权已于 2010年 2
月1日转让给腾辉，依据《物权
法》第147条规定，该房屋占用
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
让。
特此公告

镇赉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2年1月17日
遗失公告

产权人：王洪波，坐落在4
区 2段 314号（庆余北街东团
结西路北4单元302室），混合
结构，用途住宅，建筑面积：
95.12 平 方 米 ，产 权 证 号 ：
00032248 遗失，公告声明作
废。与此相关权利人及责任
人对此公告有异议的，应在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向镇赉县房
屋产权管理中心提出异议申
请，逾期不申请异议的，根据

《房屋登记管理办法》，准予补
发证书。

镇赉县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2022年1月17日
遗失声明

高秀元身份证丢失，证
号 ：220323198305164822，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刘丽华遗失残疾证，证

号 ：22032319610404632962，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王贵福遗失残疾证，证

号 ：22032319521108631373，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伊 通 满 族 自 治 县 大

桥 培 训 教 育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220323MA170WLN4D 遗 失
单 位 公 章 （ 章 号 编 码
2203231475445）财务章（章号
编码 2203231470296）法人章
（章号编码 2203231835694）各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立辉身份证丢失，证

号 ：220323196903131239，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陈庆庆遗失残疾证，证

号 ：22028219820329441X52，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陈宣任遗失残疾证，证

号 ：22028220070612651452，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集 安 市 农 业 生 产 资 料

开 户 许 可 证 丢 失 ，核 准
号 ：J2455000597701，账 号 ：
0750606011015200000362，开
户行：吉林集安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麻线支行，声明
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