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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厦门动植物检疫局从1974年成立至今，已经整整25个春秋

了。为使广大职工和热心关注厦门动植物检疫的朋友们更好地理解这一光荣而艰

巨的事业，全面了解厦门动植物检疫局的发展进程，为各级领导的科学决策提供

参考，为后人的研究提供历史材料，厦门动植物检疫局修志人员，历经近两年的

辛勤笔耕。终修成志。在此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厦门动植物检疫事业有了较大发展．检疫

队伍茁壮成长，检疫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检疫设施日臻完善。特别是1992年邓

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以来，动植物检疫事业得以迅猛发展。全体职工

在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下，以“把关、服务、促进”为宗旨，内强素质，外树形

象，严格把关，御病虫害于国门之外，保护农林牧渔业生产安全，积极扶持外贸

企业，促进对外贸易发展，努力发展和壮大动植物检疫事业。

<厦门动植物检疫局志>编写人员广征博采，倾听众议，数易其稿。始终遵

循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虚美，不文过，如实勾画出厦门动植物检疫局25年的发

展历程，目的是让社会各界了解厦门动植物检疫局辖区的检疫工作情况。理解动

植物检疫“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要作用。

衷心祝愿厦门口岸动植物检疫事业蒸蒸日上．为保护农林牧渔业生产和人体

健康．促进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再作贡献，再铸新的辉煌!

李德平

1999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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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记述厦门动植物检疫机关从1974年成立到1999年撤并的全过程，此过

程先后使用过“厦门动植物检疫所”和“厦门动植物检疫局”两种单位名

称。为了表达方便，本志在记述具体事件时使用当时单位名称，而在记述跨

越不同名称时段的事件或者描述全程动态时一律使用“厦门动植物检疫局”。

二、本志的有关统计数据截至1998年底。

三、本志力求采用一般志书的写法。

四、本志按照国务院颁布的标准计量单位，国务院没有规定的如“尾、只、批、

件、株”等，按行业定义。

五、收编的科技成果、获奖科技成果，以各级科委组织鉴定，有鉴定证书、获奖

证书为依据。收编的著作论著、译著，以与动植物检疫、管理有关的正式出

版物、正式刊物上发表，有正式署名为依据。

六、<大事记>记载有较大影响的事件，国家局副局长及其以上领导，省、市主

要领导到单位检查指导工作，单位工作人员出国考察、检疫、公费进修等公

务活动。国内开会、参观、学习、一般工作。不记载。

七、本志中的“X X所”或“X X局”系“中华人民共和国X X动植物检疫所”

或“中华人民共和国X X动植物检疫局”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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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厦门动植物检疫所成立于1974年。1992年更名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厦门动植物检疫局。它是国家动植物检疫机关设立在厦门的口岸动植物检

疫执法机关，依法对进出境的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装载动植物、

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的装载容器、包装物以及来自动植物疫区的运输工具实

施检疫和检疫监督。厦门动植物检疫所成立之前，厦门口岸的进出境动植物检疫

任务分别由农业部门和商检机构完成。

厦门动植物检疫局原隶属于福建省农业局。1980年与全国各口岸动植物检

疫机关一道改为农业部直属单位，实行农业部与地方双重领导、以部为主的领导

体制。1982年又划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动植物检疫总所(后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

动植物检疫局)直接领导。

70年代中后期，是厦门动植物检疫所的起步阶段。厦门动植物检疫所借用

位于厦门市东方红路(即中山路)4号5楼厦门海关革命委员会商检组的房子作

为临时办公地点，1978年搬迁到位于工农路(即厦禾路)56号自建的办公实验

大楼办公。在此时期，厦门动植物检疫所内设动检组和植检组，建立了中共厦门

动植物检疫所支部。业务管理辖区是厦门市和晋江、龙溪地区，业务工作主要是

进口粮食、出口速冻蔬菜、．供港活猪等的检疫，同时开展国际邮寄物检疫，1979

年开展旅客携带物检疫。货物检疫业务量由1975年的61批次升至1979年的

206批次。1979年邮寄物检疫达到5 251批次，为厦门动植物检疫局25年历程

的最高峰。在此期间截获并实施除害处理的危险性病、虫、杂草和其他有害生物

有泥鳅疖疮病、四纹豆象、赤足郭公虫、谷象、谷斑皮蠹和毒麦。

80年代，厦门动植物检疫所正式设立职能部门，先设立办公室、动检科、

植检科和旅邮检科，后改办公室为行政科，撤销旅邮检科，增设业务办公室。

1982年设立了厦门动植物检疫所东山分所，建立了共青团厦门动植物检疫所支

部。随着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动植物检疫条例>颁

——●’——



厦门动植物检疫局志

布实施，厦门动植物检疫所的业务管理辖区扩展为厦门市、漳州市和龙岩地区．

动物检疫品种增加了进口种虾、鱼、饲料、肉骨粉和供港活畜禽、出口水产品

等，植物检疫品种增加到粮食、冻菜、烟叶、种苗、大豆等类。1989年，货物

检疫业务量达到845批次，涉及的进出口企业达4 000多家。邮寄物检疫批次有

所降低，但旅客携带物检疫工作日见繁忙。在此期间截获并实施除害处理的危险

性病、虫、杂草和其他有害生物有斑节对虾杆状病毒、沙门氏菌、衣原体病、禽

痘、玉米细菌性枯萎病、香蕉穿孑L线虫、烟草霜霉病、双钩异翅长蠹、谷象和假

高粱。1988年组织了扑灭香蕉穿孔线虫的群众性工作。1989年在全辖区试行动

植物检疫注册登记管理制度并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检务工作制度。

进入90年代，厦门动植物检疫事业得以较快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

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施行，厦门动植物检疫所更名为厦门动植物检疫

局，厦门动植物检疫局由县团级事业单位升格为副厅局级事业单位，设立“一室

六处”职能部门(即：办公室、财务处、人事处、综合业务处、动物检疫处、植

物检疫处、运输工具检疫处)，下辖7个分支机构(即：和平码头办事处、机场

办事处、龙海动植物检疫局、东山动植物检疫局、泉州动植物检疫局、南方培训

中心、肖厝动植物检疫局)，并着手筹建海沧动植物检疫局。建立了中共厦门动

植物检疫局党组，中共厦门动植物检疫局支部改为机关党总支，并先后建立了厦

门动植物检疫局工会组织、女工组织和九三学社组织。厦门动植物检疫局的业务

管理辖区扩展为厦门、漳州、泉州和龙岩4个市，动物检疫的业务管辖范围曾延

伸至莆田市。动植物检疫业务涵盖面扩展为包括货物检疫、装载容器(集装箱)

和包装物检疫、运输工具检疫、旅客携带物检疫、邮寄物检疫、进境集装箱集中

消毒、来自疫区的船舶飞机消毒等。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和自有资金购置的大批检

测仪器设备，为开展业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98年，货物检疫业务量达到

21 842批次，涉及的进出口企业近6 000家。检疫进境船舶3 939艘次、飞机

2 850架次，集装箱293 402个标箱、植物性包装材料10 912批次。旅客携带

物检疫上升为46．3万人次、2 986批次，邮寄物检疫批次继续下降。在此期间

截获并实施除害处理的动物一、二类传染病、寄生虫病和植物危险性病、虫、杂

草有斑节对虾杆状病毒、沙门氏菌、田纳西沙门氏菌、蒙得维的亚沙门氏菌、异

尖线虫、小麦矮腥黑穗病、双钩异翅长蠹、大家白蚁、谷斑皮蠹、菜豆象、鹰嘴

豆象、巴西豆象、桔小实蝇、芒果实蝇、瓜实蝇、单带寡毛实蝇、芒果果肉象甲

和芒果果实象甲等。1995年起全局各部门、各对外工作窗口的计算机联网，辖

区内各地市的报关报检代理企业陆续入网，“厦门动植物检疫局动植物检疫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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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启用运行，实现了全辖区检疫业务的一体化运作和检疫工作流程的电

脑化管理。

厦门动植物检疫局从成立至今的25年，变化非常显著：一是单位升格，内

设部门、分支机构和党团工妇组织日臻齐全。二是检疫监督和行政执法功能逐渐

突出，检疫制度日趋健全，检疫工作越来越规范高效。三是随着检疫队伍的壮

大、人员素质的提高、检测设备的添置和更新，检疫检验的准确性和检出率越来

越高。四是业务管辖范围和检疫工作涵盖面不断扩展，业务量越来越多。仅就货

物检疫的业务量而言，1998年是厦门动植物检疫局成立当年的358倍，是1979

年的106倍，是1989年的26倍。

厦门动植物检疫局在做好检疫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与检疫业务相关的科学

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获得不少各种级别的科技成果奖励。在撰写论文、编写

专著、学术交流、调查研究方面也硕果累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得到当地党

政部门的肯定和好评。

随着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贯彻实施，厦门动植物检疫局与厦门进出口商品

检验局、厦门卫生检疫局于1999年8月合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厦门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可以预言，厦门的动植物检疫事业在新的历史时期必将得到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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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与队伍

第一节 单位的设立及变迁

1965年，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农业部在国境口岸设立动植物检疫所的报

告>，全国各主要口岸相继成立了动植物检疫机构。福建省农业厅也着手筹建福

州、厦门的动植物检疫机构。

1974年7月18日，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批复福建省农业局，同意在厦门设立

动植物检疫机构，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厦门动植物检疫所．规格为县团级．同

年12月2日启用印章。1975年1月1日，厦门动植物检疫所对外挂牌。

1980年11月5日，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农业部关于改变口岸动植物检疫

所管理体制的报告>，厦门动植物检疫所与全国各口岸动植物检疫所均改为农业

部直属单位，实行农业部与地方双重领导、以部为主的管理体制。

1981年7月，农业部确定厦门动植物检疫所为县团级事业单位。

1982年，国家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动植物检疫总所(简称国家动植物检疫

总所)o 1994年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动植物检疫局(简称国家动植物检疫局)，

统一管理全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工作。因此厦门动植物检疫所直属国家动植物检

疫总所领导。

1992年4月，厦门动植物检疫所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厦门动植物检疫局，

隶属关系和级别不变。

1994年12月，厦门动植物检疫局升格为副厅局级事业单位。

1998年5月1日，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原国家动植物检疫局从农业

部分出，与原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和原卫生部卫生检疫局合并成立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厦门动植物检疫局随之改为直属于国家出入境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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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疫局领导。

表1—1 厦门动植物检疫局历任领导一览表

单位名称 单位规格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厦门动植物检疫所 县团级 所长 林桂镗 1974—7～1988—1

副所长 郭玉龙 1974—7～1983—8

副所长 谢馄煌 1984—2～1988—1

厦门动植物检疫所 县团级 所长 李德平 1988—1～1992—4

副所长 谢煜煌 1988——1——1992—·4

副所长 陈华忠 1991—·7—～1992—-4

厦门动植物检疫局 县团级 局长 李德平 1992‘—4—～1995—-8

副局长 谢馄煌 1992—-4—～1995·-8

副局长 陈华忠 1992—4～1995—8

厦门动植物检疫局 副厅局级 局长 李德平 1995——8—、—

副局长 陈华忠 1995—8～

总农艺师 谢馄煌 1995·—8～1996——2

局长助理 黄德聪 1995—11～

副总农艺师 颜金村 1996—6～

第二节 内设职能部门

一、办公室

1983年12月设立，科级。1988年1月改为行政科，1991年7月又改为办

公室，仍为科级。1995年随单位机构升格而升为副处级。

主要职责是：负责对外联络、接待、会议组织、文秘、档案、保密等工作；

负责综合性文件的起草、公文处理和印章管理；负责全局固定资产、车辆的管

理、职工制服的制作发放、房屋分配和组织房改工作；负责全局计生、安全保

卫、消防、基建维修及局本部环境卫生的管理；负责全局其他行政后勤工作．协

助局领导处理日常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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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务处

1993年4月设立，科级。1995年随单位机构升格而升为副处级。

主要职责是：负责执行全局财务收支管理，制定全局财务管理制度，负责审

核、汇总i编制年度财务预、决算及财务报表的上报工作，负责编制基建计划和

基建资金的管理，负责全局固定资产总账管理，监督、检查、指导分支机构的财

务工作。

三、人事处

1991年7月设立，．科级。．1995年随单位机构升格而升为副处级。

主要职责是：负责全局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劳动工资计划及相关人事统计

工作、人事档案的管理，负责全局职工的吸收、录用聘用、i’考勤-，考核、任免、

奖惩、岗位轮换与培训教育、辞职退职、离退休等人事管理工作，负责职工福

利、劳动保护、保险工作，负责出国(境)人员的政审、考核管理工作，．负责行

政监察工作．o

四：综合业务处

1988年5月设立业务办公室，科级。1991年7月改称综合业务处，仍为科

级。1995年随单位机构升格而升为副处级。

主要职责是：负责国家局授权的进境动植物、动植物产品的检疫审批I+组织

制定全局业务发展规划及综合业务管理办法；负责检务管理及指导分支机构的检

务工作；负责组织检疫法规的宣传贯彻、执法监督及与检疫法规有关的法律咨

询、协助行政处罚复议与诉讼工作；负责计算机的开发、应用、管理及信息、资

料、图书、简报的编辑应用和管理，审查职工有关疫情报道的外投稿件；负责全

局业务统计和汇总上报工作i负责全局科技管理工作；、承担报检单位注册登记、

报检员培训工作。

五、动物检疫处

1974年12月设立动检组，1983年12月设立动物检疫科。1991年7月改称

动物检疫处，仍为科级。1995年随单位机构升格而升为副处级。

主要职责是：负责进出境动物及动物产品的检疫、监管和除害处理工作；负

责对分支机构动物检疫业务的指导；负责动物和动物产品的隔离、生产、加工、

存放场所的考核管理；负责拟定全局动物检疫技术规程和动物检疫方面重要或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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