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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重大动物疫病防治篇一

为做好今年我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保障全县畜牧业健
康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从3月起，全县125名动物防疫协防
人员按照“责任到人、疫苗到员、台账到户、注射到畜”的
要求，对辖区内饲养的家禽、生猪、牛、羊进行了为期50天
的强制免疫注射。期间全县共免疫生猪3。11万头，牛1。69
万头，羊0。46万头，家禽53。28万羽，基本做到应免尽免。

通过此次指导各乡(镇)做好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传导了压力，
压实了责任，筑牢了畜牧业安全生产防线。

重大动物疫病防治篇二

为确保畜牧业健康发展，杜绝重大动物疫情流行，xx县xx镇积
极行动，采取“五个到位”措施切实抓好秋季动物防疫工作。

9月22日下午，第一时间组织村级防疫人员召开防疫会会。会
上传达了市县秋季防疫会议精神，对我镇今年秋季防疫工作
进行了详细安排。组织领导到位。由镇政府组织牵头成立秋
季动物防疫工作组，明确责任，强化落实，严肃责任追究，
全力构建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完善体系。免疫落实到位。兽医
站包村干部组织村级防疫员走村入户深入养殖一线，有序开
展集中免疫，指导养殖户加强防疫管理，严防疫情传播。重
点做好养殖大户的宣传、技防推广等工作，确保疫病免疫密



度达到100%，免疫畜禽标识率达到100%。

疫情监测到位，及时为养殖户发布疫情预警预报，为重大动
物疫病防控提供坚强的技术支撑。加强动物疫情观察巡视，
一旦发现重大动物疫情，及时上报，确保将疫情扑灭萌芽状
态，切实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重大动物疫病防治篇三

在做好农村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市重大动物疫病防治指挥
部办公室统筹做好春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抓实抓细重
大动物疫病防控相关措施，确保全市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形势
稳定。

春季是非洲猪瘟、高致病性禽流感、布病等重大动物疫病高
发期。我市压实政府属地、部门监管、生产主体三方责任，
抓细抓实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相关措施。

在严格遵守各县区疫情防控要求前提下，结合实际采取有力
措施，扎实推进春季集中免疫工作，确保“应免尽免、不留
空当”。鼓励养殖场户自主实施免疫，采取无接触方式配送
疫苗。确需村级动物防疫员免疫的，免疫操作采取差异化、
错峰化方式，工作过程尽量避免人员聚集和接触，做好个人
防护和消毒。

抓好重大动物疫病常态化防控措施。我市坚持重大动物疫病
排查网格化管理，分片包村包场将责任落实到人，畅通疫情
举报渠道，及时发现和处置疫情隐患。及时对病死畜禽进行
收集和无害化处理。健全完善应急管理机制，一旦发现疑似
疫情，果断处置，坚决防止疫情扩散蔓延。

重大动物疫病防治篇四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一号文件、全省农业农村局长会议精



神，进一步做好2022年全省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等工作，3月7
日，江苏省召开全省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省农
业农村厅总畜牧兽医师袁日进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动物防疫工作，关系“菜篮子”工程，是维护国
家生物安全的重要内容，是阻断人兽共患病源头传播的重要
措施，是实现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各级农业农村
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从发挥好“压舱石”作用、促进
乡村振兴、服务健康中国的大局出发，强化责任担当，以非
洲猪瘟、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力争不发生、确保不流
行”为主攻目标，以强化基础免疫、消毒净化、监测预警、
检疫监督、调运管理与应急处置为主攻方向，以分片包干下
沉式督导、深化条线作风建设为主推手段，合力推动三大责
任落实、关键措施落实和重点目标任务落实，主动防范化解
动物防疫领域风险隐患，确保全省动物防疫安全、人畜安康、
供应安稳。

坚持常年免疫、程序免疫，组织开展春秋季突击免疫和夏季
集中补免行动三大集中防疫行动，全面提高免疫密度和免疫
质量，确保应免尽免。

认真落实人病兽防、关口前移，从源头前端阻断人兽共患病
传播路径的要求，加强易感动物的动态监管，着力推进牛羊
布病、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点人兽共患病源头防控，指导兽
医等相关从业人员加强个人防护，普及公共卫生知识，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自3月份起每两个月组织实施一次灭蚊灭蝇灭鼠和日常消毒、
重要时点消毒、突击消毒、应急消毒“三灭四消”集中消毒
周行动，推动落实养殖、屠宰、无害化处理等重点环节和运
输车辆清洗消毒工作，强化养殖环节生物安全防护。

固化定点监测、集中监测、飞行监测、应急监测“四个监
测”形式，突出养殖场、屠宰场、无害化处理场和肉品销售



市场“四个重点”场所，汇聚动物疫控体系、教育机构、科
研单位和第三方监测机构以及企业“五方监测”合力，切实
提高监测的时效性和准确率，推动监测信息共享与运用，真
正发挥监测预警作用。

推动检疫责任落实，强化日常检疫监管，不断充实工作力量，
确保有人干事。严肃检疫工作纪律，不准买卖检疫票证，不
准隔山开证，不准开人情证，不准给不合格畜禽及产品开证，
不准脱岗，不准迟到或早退，不准酒后上岗“八个不准”要
求。

认真贯彻国家分区防控政策，加强东部区外屠宰用入苏生
猪“点对点”备案管理，严格落实指定通道制度，抓紧组织
实施溧阳市和苏州市吴江区检查站新建工作，加强经纪人管
理，认真做好备案运输车辆审核管理和营运监管，紧盯“换
猪套证”等违法行为，始终保持打击生猪违法违规调运高压
态势，严防输入性疫情风险。

会议要求，在抓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的同时，要继续组织实
施好先打后补、兽医社会化服务、动物疫病净化、无纸化检
疫试点、智慧畜牧等五项改革试点工作，严格兽医实验室生
物安全管理，开展动物诊疗监管规范提升活动，持之以恒抓
实安全生产监管，一着不让推进兽医队伍行风作风建设，全
力推动全年兽医工作再上新台阶，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v^
顺利召开。

重大动物疫病防治篇五

今年以来，四川省上下达生猪存栏311万头、出栏431万头目
标任务，xxxx自治州创新举措、扎实推进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
疫病防控工作。

完善职能、强化力量，全力推进防控工作。为全力推进非洲
猪瘟防控和生猪恢复生产工作，在《xx州非洲猪瘟防控和生猪



恢复生产指挥部办公室职能》基础上增设了综合调度组，围绕
“猪瘟防控和生猪生产”两项重大工作任务，安排专门力量、
创建微信工作群，对各县（市）相关工作进行电话视频、实
地查访等方式，随机调度各检查站点值班值守、检查记录、
应急处置等情况，执行每天一调度一反馈、每周一汇总一通
报调度机制，及时建立问题清单、整改台账，全程督办有关
问题及时有效整改到位。

建立台账、跟踪督导，严格落实问题整改。2月份，共调度6
县13个检查站点，共发现问题17个，反馈6个县（市）、17项
问题。并要求各县（市）举一反三、限期整改，以文字、图
片、视频等资料佐证方式，将整改情况报州综合调度组。截
至目前问题整改到位9项、未整改8项。通报全州1个县（市）、
2项问题。

突出重点、补齐短板，全面整治薄弱环节。在调度中，加大
对各检查站点薄弱环节问题整改力度，切实有效解决了检查
站点短板弱项。记录记载问题得到较好纠正，值班值守管理
情况更加规范，联防联控更趋协调，各项重点工作部署较好
落实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