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动物检疫工作简报(通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动物检疫工作简报篇一

为有效预防和控制畜禽疫病发生、传播和流行，保障人民生
活安康，促进畜牧业健康发展，近年来，我县各级党委、政
府都把动物检疫工作摆在了重要位置，坚持一手抓发展、一
手抓检疫的工作思路，积极做好动物检疫工作。但由于我县
动物检疫工作基础薄弱，仍存在着很多问题。针对乡镇动物
检疫工作现状及存在的一些问题，笔者认真思考，提出如下
建议，以期与各位同仁共同探讨。

1.乡镇动物检疫工作一般是在县畜牧水产事业局和当地党委、
政府的领导下，由乡镇畜牧兽医站具体组织实施的。主要对
猪瘟、禽流感、猪牛羊五号病等畜禽疫病进行春秋两季集中
免疫和常年补针。其检疫形式，一种是由乡镇畜牧兽医站人
员带领村级动物检疫员逐村对动物实施免疫注射，结束后由
乡镇畜牧兽医站从县级返还经费中支付检疫费;另一种则是针
对无兽医人员的村，由乡镇畜牧兽医站协调各村，村干部领
队，或畜牧兽医站人员直接逐村逐户的对动物检疫实施免疫
注射。

2.村级动物检疫员是基层动物检疫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他
们没有固定工资和补贴，大部分时间从事家庭农业生产、疾
病诊疗服务，需要进行动物检疫时，由乡镇畜牧兽医站组织
他们开展动物检疫工作。

3.极少数乡镇政府每年拨出一定的专项经费用于检疫工作，
但绝大部分乡镇政府由于财政紧张，从未拨过检疫专项经费，



致使畜禽检疫工作开展困难。

1.各级各部门对动物检疫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由于动物检疫工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只有在疫情暴发时才
显其特殊作用，加上传统意识的影响，各级都有重发展轻检
疫的思想，认为检疫是业务部门的事，有的甚至认为是畜牧
部门在挣钱。

2.农民检疫意识不高

动物疫病错综复杂，一种疫苗只能防止一种动物疫病，有的
养殖户注射一种疫苗后，一旦发生另外一种疫病而死亡，则
认为检疫没用，从而产生抵触情绪，不愿再接受检疫注射，
甚至还煽动周围农户不检疫。也有部分养殖户，特别是散养
户，受经济条件和传统思想的影响，动物检疫意识淡
薄，“重养轻防，轻防重治”的思想严重，认为防不防无所
谓，畜禽发病后来得及治，甚至认为生病与否靠运气，防不
检疫也是自愿，根本意识不到动物检疫的重要性和疫病的危
害性，导致动物检疫相当被动，严重影响了动物检疫的密度
和质量。

3.基层检疫经费投入不足，基础设施差，检疫队伍松散，积
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强

一是我县检疫员的报酬是按各乡镇所收防检费额的一定比例
返还，因此村级动物检疫员报酬无保障，条件差的每天的工
资不足3元(按这样的工资收入，骑车去为农户检疫，连燃油
费也得自己贴);又由于当前畜禽疫病免疫种类多，时间紧，
任务重，导致其工作责任心不强，在进行动物检疫时敷衍了
事，能拖则拖，严重影响了动物检疫工作的质量和进度。而
乡镇畜牧兽医站工作人员虽是财政全额拨款，但大部分乡镇
站工作经费极度缺乏，县局又没有津贴和补助，下乡开展工
作越多，燃油费、电话费就亏得越多，导致干部工作怨气大。



二是检疫工作经费缺乏，保证不了检疫工作的需要。检疫中
一旦发生意外，乡镇站就得赔偿，因此，在检疫过程中，不
敢对大动物大胆进行检疫，对反应严重的疫苗不敢按量注射。

三是基础设施差，部分工作不能顺利开展。部分村距乡(镇)
所在地很远，往返要转车，没有冷冻设施，疫苗只能存放于
站内，一次检疫要跑几趟才能完成，致使工作经费增加。

4.管理体制不顺，网络体系不健全

一是没有完善的村级动物检疫人员管理办法。由于乡镇动物
检疫经费极度缺乏，检疫员工资低，在检疫期间或重大动物
疫情发生时，在人员充实或调配方面很难跟上。

二是动物检疫网络体系不健全。相对而言，县乡两级动物检
疫网络较为健全、稳定，但村级动物检疫网络是不健全的，
有的有村级动物检疫员，有的没有。又由于从事该项技术性
工作的人较少，从而导致部分村的动物检疫员发展不起来。

三是疫情监测网络名存实亡。

1.增加动物检疫经费投入，建立健全乡镇村级动物检疫和疫
情监测网络体系

首先是加大基层动物检疫经费投入，建立保障机制。把乡镇
动物检疫经费和村级动物检疫员的报酬纳入县或乡镇财政预算
(每个村1名)，使村级动物检疫员的待遇和村干部一样。村级
动物检疫员平时从事动物诊疗和疫情监测，检疫时又能得到
适当的补助，就能增强其工作的积极性和责任感。

2.加强畜牧兽医站基础设施建设

逐步修建乡镇畜牧兽医站办公室，配备实验室检测设备，完
善检疫设备和疫情上报网络设备。



3.加大对检疫人员的管理和培训

有计划地增用有知识、懂专业、热爱畜牧兽医工作的青年人，
使村级动物检疫队伍不断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出台乡
镇动物检疫人员管理办法，加强对其的管理。

畜牧部门每年应有计划地对检疫员进行培训，以提高其技能
水平，增强其服务意识。

4.加大动物检疫宣传力度，确保检疫密度.

动物检疫工作简报篇二

按照市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会议的统一部署，我镇于9月30
日召开了秋季防疫工作会议并作了具体安排，兴隆镇秋季动
物防疫工作于10月1日正式开始，到目前已全面结束。

(一)强制免疫情况

根据统计数据，全镇牲畜存栏：猪万头，牛万头，羊万只，
禽存栏56万羽。秋季防疫共完成猪瘟免疫万头，免疫密
度100%;猪口蹄疫免疫万头，占牲畜存栏的100%，牛口蹄疫免
疫万头，占牲畜存栏的100%，羊口蹄疫免疫万只，占牲畜存
栏的100%猪蓝耳病免疫万头，免疫密度100%;高致病性禽流感
免疫56万羽，免疫密度100%。生猪、牛、羊耳标佩带率
为100%。

(二)物资保障情况

2011年秋季防疫我镇计划疫苗：口蹄疫苗 万ml，猪瘟疫苗 万
头份，禽流感疫苗100万ml。猪蓝耳疫苗万ml，鸡瘟苗100万羽，
羊痘万只。

二、主要做法



由于镇委、镇政府的高度重视，我镇逐渐扭转了过去动物防
疫工作由畜牧兽医部门大包干的被动做法，基本实现了镇政
府安排部署，村委会统一安排，具体组织，畜牧防疫人员全
程参与的动物防疫工作新局面。做到了强化组织领导，落实
工作责任强化工作措施，落实目标任务;加强督办，确保免疫
效果。

(一)、强化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

通过认真宣传学习贯彻《湖北省动物防疫条例》结合兴隆镇
实际，认真落实各项工作责任和措施，2011年9月30日兴隆镇
根据市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安排部署，召开了全镇党政干部、
有关镇直单位负责人、村主任及全体防疫人员会议，认真学习
《条例》不断完善动物防疫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将动
物防疫任务落实到村、到户、到人。并以兴政办发
【2011】27号文件转发市重大动物疫病防制指挥部《关于认
真做好秋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通知》，成立动物疫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要求村、组协助动物防疫员开展动物防
疫工作，确保秋季动物防疫工作顺利进行。

(二)、强化工作措施，落实目标任务

1、加强基础免疫，按照“季防月补，天天补针”的工作思路，
重点抓好高致病性禽流感、鸡新城疫、猪瘟、猪蓝耳病、口
蹄疫、羊痘六种一类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工作，做到“应
免尽免，不留空挡”，确保建立有效免疫屏障。同时开展禽
霍乱、猪链球菌、仔猪副伤寒、猪附红细胞体、乙脑、伪狂
犬病、牛传染性支原体肺炎等动物疫病的综合预防，严格执
行耳标、免疫档案的免疫管理制度，免疫动物耳标挂标率、
免疫档案率达到100%。

2、加强疫情监测和报告。一是抓好活畜禽交易市场监测;二
是抓好散养户监测;三是抓好规模养殖场(小区)监测;四是严
格执行疫情报告制度。



3、加强检

疫监管。规范规模养殖场管理，进一步建立健全免疫、卫生
消毒、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人员管理等防疫制度;完善养殖
档案管理制度，及时记录生产、免疫、用药、消毒、诊疗、
出栏检疫、疫情监测情况。严格执行产地检疫和屠宰检疫制
度。对出栏的畜禽必须派人到场、到户，实行严格检疫，确
保出栏(笼)畜禽证、标、免疫档案齐全，加强对屠宰生猪进
行同步检疫，检疫人员要确保动物持有效动物检疫合格正明，
同时加强队流通环节监管。对贩运、销售病死动物及产品和
逃避或抗拒检疫的行为要进行严厉打击，对查出的染疫动物
严格实行无害化处理。杜绝染疫动物流通。

4、加强物资保障。畜禽防疫是政府行为。为了秋季动物防疫
工作落到实处，调动防疫人员工作积极性，镇委、镇政府及
时从财政所划拨11万元“以钱养事”经费兑现防疫人员上半
年的补助、并迅速从市局领回国家规定的六种重大动物疫病
强制免疫不收费的疫苗等。确保秋季动物防疫工作的正常开
展。

三、加强督办检查，确保免疫效果

为深入贯彻落实枣阳市加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各项部署，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村级动物防疫工作保障机制，强化动物疫
病防控措施的有效落实，确保全镇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根
据上级文件相关要求，兴隆镇成立2011年秋季动物防疫自检
自查工作领导小组，由镇政府分管的副镇长任组长，畜牧兽
医服务中心、村民委为成员单位的检查组，于2011年11月3日
至6日分别深入各村民委开展自检自查工作。

按照年初与村防疫员签定的防疫目标责任书，检查组深入村
民委所在地、动物防疫示范村、进村入户实地进行检查。主
要包括w病、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鸡新城疫、禽流感、
羊痘免疫密度;w病、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等重大动物疫



病免疫反应死亡、治疗情况;根据检查的防疫密度来对村级防
疫员的防疫工作进行考核;检查组针对检查中存在的免疫反应
治疗、畜禽免疫耳标挂表率、免疫档案登记情况、畜禽补免
等相关问题责令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和各村防疫员做出整改，
坚决杜绝虚报、假报的情况发生，并形成自检自查报告上报
党委政府和主管部门。经过检查，全镇各种病免疫密度均为
应免数的100%。为进一步做好查缺补漏和预防重大动物疫病
发生找准了薄弱环节，为抓好动物防疫各项措施落实和任务
目标完成奠定了良好基础。

动物检疫工作简报篇三

一年级年，我站在县畜牧局、xx镇人民政府×××动物防疫监
督站的领导和管理之下，认真贯彻执行畜牧事业“一法三
例”及相关法律法规，以保障畜牧业健康发展和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为宗旨，以规范动物防检和兽药饲料管理秩序为核心，
以增强执法能力、提高执法水平为重点，坚持内强素质、外
树形象、从严务实、争先创优的工作方略，努力开创工作新
局面，促进全镇畜牧业行政执行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较圆
满地完成了本年度工作任务和经济任务。

1、加强屠宰检疫市场检疫的监督，落实责任，强化管理。我
镇xx、xx、xx、xx四个市场，检疫工作都责任到人，并细化经济
任务，保证了本年度工作任务的完成。

2、加强动物交易市场检疫。对来自外县市乡进入我镇市场的
动物以及动物产品，严格查证验物，对没有检疫证明或者证
物不符的，进行补检并收取补检费。在今年夏季邻近县市乡
发生“生猪无名高热症”疫情期间，严格加强市场检疫监督，
严禁来自疫区的动物及其产品进入我镇动物交易市场，确保
了我镇动物食品安全。

3、规范检疫收费。我站严格按照文件规定的标准，据实收取
检疫费、消毒费，没有出现乱收费、收费不开票的现象。



1、落实村级动物防疫员。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按照
每1000农户聘用一名村级动物防疫员的标准，我站通过招标
共聘用了十一名村级动物防疫员，并严格按照村级动物防疫
员合同落实防疫责任，兑现防疫员报酬，真正体现“以钱养
事”，确保免疫注射工作落到实处。

2、落实防疫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防疫工作由专人负责，
每年春秋两季防疫，分xx、xx两个防疫专班以统一作战方式进
行，按照村级动物防疫员合同所签订的村组，村级动物防疫
员为该村组第一责任人进行常年补针，这样层层落实责任，
密切配合，各司其职，顺利完成了全年防疫工作。

3、加大强制免疫力度，提高免疫质量。对口蹄疫、禽流感、
猪瘟、鸡新城疫、羊痘等重大动物疫病实施强制免疫，并严
格实行免疫证、免疫耳标和免疫档案“三位一体”的免疫标
识制度。

20xx年5-7月，我站在县动物防疫监督站的直接领导下，对全
镇兽药饲料市场进行了一次全面专项整治，收到了良好效果。
对于已经办理了《兽药经营许可证》的兽药经营门店进行了
年审，对于以前没有办理《兽药经营许可证》的门店进行经
营条件审核，条件合格的发放了《兽药经营许可证》。7月份
对所有兽药经营门店进行了一次全面清查，没收了一批没有
经过gmp认证的兽药生产企业生产的兽药和过期兽药以及违
禁兽药，确保我镇市场兽药产品全部合格。同一期间对所有
饲料经营门店进行了严格的经营条件审核，经营条件合格的
办理了经营条件许可。11月份，全国范围内的“红心蛋鸭
料”添加“苏丹红”事件曝光后，我站又对全镇饲料经营门
店进行了一次彻底清查，并走访调查了所有蛋鸭养殖专业户
和禽蛋加工企业，我镇范围内没有发现销售和使用“红心蛋
鸭料”的事件。

按上级要求，今年7月份我站对全镇的耕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
普查，对疫情进行监测，并于11月份对全镇的耕牛投放了血



吸虫化疗药品。

20xx年的工作，我站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一些经
验，但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检疫收费未
完全到位，流失了一部分检疫费;二是产地检疫工作开展不够
全面;三是防疫补针不够彻底，特别是养殖专业户防疫不到
位;四是工作经费严重不足，不得不用奖励工资充抵部分开支
以维持站内资金平衡，人员待遇偏低，工作积极性不够高。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站将克服一切困难，解决工作中存在的
实际问题，严格按上级要求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努力开
创工作新局面，确保我镇畜牧业生产稳定发展和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

动物检疫工作简报篇四

一年来,我在上级的正确领导和站长的带领下,和站里的其他
同志一道，发扬吃苦耐劳、乐于奉献的精神，认真工作，为
做好本辖区内的动物防疫检疫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现
将一年工作总结如下：

一年来，为了提高自身素质，我刻苦钻研业务，认真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和动物疫病的科学防治知识。通过学习，本人的业
务知识有了较大进步，业务能力和操作水平有了较大提升。
同时，本人参加并通过了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新型职业农
民素质提升工程学历教育大专班自主招生入学考试。

本人在站长的带领下，配合站里其他同志，进村入户,义务向
当地群众宣传《动物防疫法》，不厌其烦地给他们传授动物
疫病的科学防治知识,热心为他们释疑解惑，受到辖区内干部
群众的好评。

自任龙津镇动物检疫申报点协检员以来,我和站里的同志分工



合作，严格按照相关动物检疫规程,认真做好产地检疫工作，
做到先报后检,严格实施到场到点检疫,同时做好产地检疫记
录，使产地检疫率达到95%以上。一年来共检疫生猪头，牛头，
检出病死猪1头并进行无害化处理。

一年来，站长时刻提醒我们，一定要加强票证管理,严格领销
制度,实行专人负责,总量控制,以旧换新,责任到人,规范填写。
我时刻牢记站长的这些要求与吩咐，从不敢怠慢半点，更不
敢有丝毫的马虎，以实际行动支持了站长的工作，确保了用
证安全，圆满地完成了上级赋予我们的各项任务。

动物检疫工作简报篇五

20xx年度我镇动检站在镇党委、政府及县畜牧水产局的正确
领导下，按照“三严三实”的总体要求，认真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大力发展“生态有机养殖”的总
体思路，进一步加快了畜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加强动
物疫病防治，加快畜牧业规模化、产业化合作化步伐，促进
畜禽产品竞争力强，畜牧业增效，农民增收方面做了一定的
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现就将一年来我站所做的工作总
结如下：

1、完成情况：

生猪生产数13800头，其中出栏8000，存栏5800头。（包括能
繁母猪610头）。

家禽饲养量130000羽，其中出笼78000羽，存笼52000羽。

山羊饲养量10300头，其中出栏7100头，存栏3200头。

水产品产量888/吨（其中特种水产品286吨）。

中峰420箱。蜂蜜产量2、2吨。



2、畜禽防疫免疫注射率分别达到100%，产地检疫，肉品检疫
率100%。

1、一年来，我站工作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从防疫员
队伍建设抓起，把各村懂技术、懂业务、热心防疫工作的人
员安排在村级协防员的岗位上。辞退了原来个别不懂业务不
能做好本职工作的村级协防员。把新上岗的协防员加强培训，
使我镇村级协防员队伍成为一支热心本职工作技术上过硬的
专业队伍。同时，积极开展动物标识及疫病可追溯体系建设
工作，全年向市中央数据库报送信息290余条。

2、今年我站按照上级业务部门工作部署，切实落实各项防控
措施，及时发现和消除疫情隐患，按照《重大动物疫情应急
条例》和《国家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做好了应急
物资储备应对突发疫情的各项准备。

为了确保我镇畜牧业生产的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在县局召开
防疫工作会议后，分别于3月16日和9月19日召开了全镇防疫
工作会议，会上传达了县局会议精神并对全镇全年防疫工作
进行了全面部署，并与各村签订了防疫工作责任状，明确了
职责。会后聘请了县局技术人员对全镇村级协防员进行了培
训，使他们更全面地掌握了防疫操作技术，春秋两防密度达
标100%。年初，镇党委、政府把全年防疫工作经费列入财政
预算，下发了文件，拔出了7000元作为防疫工作专项经费，
解决了防疫工作经费困难的难题，在工作中，我站工作人员
深入基层一线，与村协防员一起认真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
和国动物防疫法》，使少数不懂科学、法律的群众更好地理
解防疫工作的重要性，确保了全镇防疫工作做到“村不漏组，
组不漏户，户不漏禽畜”，保证了全镇全年防疫工作的顺利
开展。

加强疫情排查工作，加强对病死、毒死和死因不明的畜禽进
行无害化处理，对本边辖区内出现的动物尸体能够及时进行
无害化处理。积极开展产地检疫，对全镇出栏的生猪、禽类



进行源头检疫。对病、死、禽类坚决执行杜绝上市检疫条例，
经常对养殖大户进行官方兽医巡查制度。确保在源头抓好食
品生产。

一年来我站在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上级的期望
与要求还是相差一定的距离，我们将在今后更加努力的工作，
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争取在20xx
年度取得更好的成绩。

1、继续开展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深入各村、各养殖场做好宣
传发动工作，确保不发生重大动物疫情。重点抓好秋季重大
动物疫病防治工作。

2、进一步加强加大动物食品安全和检疫工作监督检查

3、及时完成上级交办的各项中心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