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肉牛场防疫工作总结 春季动物防疫
工作总结(优秀9篇)

工作学习中一定要善始善终，只有总结才标志工作阶段性完
成或者彻底的终止。通过总结对工作学习进行回顾和分析，
从中找出经验和教训，引出规律性认识，以指导今后工作和
实践活动。总结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总结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肉牛场防疫工作总结篇一

近年来，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经济发展，人们对于动物防疫
的重视度也逐渐上升。为了保障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食品
安全，春季动物防疫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在春季动物防疫工作中，关键是预防各类动物疾病的发生和
传播。在此方面，科学、规范的防疫措施是必不可少的。首
先，在畜牧业生产过程中，落实“预防为主”的原则是我们
的基本要求。其次，加强疫病监测能力，及时采集、汇总和
反映疫情信息。最后，在防疫工作方案制定和落实方面，要
按照不同动物的特点，因势利导，科学搭配预防和控制措施。

在春季动物防疫过程中，常见的疾病有蒙古气病、口蹄疫、
猪瘟、猪链球菌病、禽流感等。针对这些疾病，防疫策略的
制定也应该灵活应变。首先，要制定针对性的防疫方案，注
重与动物检疫合作，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做好前期的检查、
隔离、疾病排查和严格检疫是关键。其次，宣传和教育也不
能少，要加强对畜牧业从业人员的防疫知识培训，提高其监
测、排查和隔离等方面的能力。最后，针对高发地区，应严
格管制和管理，加强治理和调控，措施上更趋精准合理。

在春季动物防疫工作的实施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畜牧
品种改良中心和畜牧企业的作用，同时要充分调动农民积极



性，加强与畜牧业从业者的合作，建立起标准化、规范化、
信息化的动物防疫管理体系。

总之，春季动物防疫工作的总结，既体现了政府的重视程度，
又需要各级政府、畜牧品种改良中心、畜牧企业、农民等各
方力量共同合作，才能为动物防疫工作的健康、有序发展，
以及全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做出贡献。

肉牛场防疫工作总结篇二

春季是一个重要的动物防疫时期。在这个时候，农民们需要
特别注意一些重要的防疫工作，以保障家畜的健康和安全。
在本文中，我们将对春季动物防疫工作进行总结，以帮助农
民们更好地进行防疫工作。

首先，在春季，农民们需要关注动物的免疫情况。在冬季中，
家畜的免疫能力通常会有所下降，因此在春季中免疫工作尤
为重要。农民们应该根据动物的情况及时进行疫苗接种，并
对接种疫苗的动物进行必要的观察和检测。

其次，预防和控制疾病也是春季动物防疫工作的重要内容。
农民们应该加强对食品的卫生管理，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防
止疾病的传播。此外，农民们也应该及时对病死动物进行处
理，以防止病原体的继续传播。

为了更好地进行动物防疫工作，农民们也需要了解动物的实
际情况。他们需要了解动物的环境、习惯和健康情况，并采
用针对性的防疫措施。此外，农民们还应该加强对动物饲料、
饮水和住房的管理，确保动物的生存条件。

春季是一个多雨的季节，农民们也需要注意动物的保暖和卫
生。他们应该在不同的天气条件下采取适当的防疫措施，以
确保动物的健康和安全。特别是在梅雨季节，农民们应该加
强对动物的住房管理，防止湿气和细菌滋生。



综上所述，春季动物防疫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农民
们需要了解动物的实际情况，加强对动物的管理和饲养，预
防和控制疾病的传播，以及加强对动物的卫生和保暖工作。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家畜的健康和安全，帮助农民们更好地
进行养殖生产。

肉牛场防疫工作总结篇三

20xx年春季防疫工作在县委、政府、畜牧主管局、乡党委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和业务部门关心支持下，为认真抓好2009年
度重大动物疫病的防控工作，确保我乡清净无疫，促进我乡
畜牧业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乡镇防疫工作总结。根据《动
物防疫法》四川省动物防疫《实施细则》和开江县委政府的
强制免疫要求，结合本乡实际情况，2月14日梅家乡政府与动
防站组织召开了各村支两委、社区、村级防疫员的专项工作
部署会议。在会议上，乡主要领导特别强调，严格要求、统
一安排、周密部署，以村为单位的春防工作拉开帷幕。

一、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层层分解。层层落
实责任，以政府保密度，部门保质量，并制定了目标责任书
以考核的方法进行奖惩，还成立了以书记为主组长，乡长为
副组长，动防站，财政所等为成员的督查组，对各村、社的
免疫工作进行不定期督查，工作总结《乡镇防疫工作总结》。

二、进一步认清形势，高度重视决不能麻痹大意，压滤机滤
布 掉以轻心。要把动物防疫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今
年按上级对动物强制免疫工作要求，免疫密度达到7
个100%(高制病性禽流感、口蹄疫、蓝耳并猪瘟、鸡新城疫、
狂犬病免疫、耳标佩带、建档率)等、强制免疫畜禽群体免疫
抗体合格率达85%以上。

三、保密度、保质量。我乡坚持政府保密度，部门保质量的
原则。保密度，乡、村、组干部在防疫期间，做到时间、人
员集中，严格按照“五统一”五不漏的原则，做到不走过场，



不漏死角，保证质量。一是我站包片人员按照动物免疫操作
规程进行免疫;二是按村、社、户免疫种类认真建立免疫档
案;三是举办各村、社动物防疫员的培训，提高了他们的免疫
技术、业务水平;四是对漏免的老、弱、并残、滤布 孕畜等
缓免畜禽，落实专人跟踪免疫，同时做好疫病监测防控工作。

四、时间要求：从2009年2月15日至4月10日为春季动物疫病
强制集中免疫时间，4月15日至20日为免疫自查测抗时间。

五、截止4月10日，全乡存栏生猪5277头。已免疫口蹄疫
苗5247头份、猪瘟苗5247头份、蓝耳病疫苗4940头份、牛存
栏3821头份、免疫口蹄疫3786头份羊存栏16083只，已免
疫16024只，鸡存栏38483只(羽)，免疫38277只(羽)，鸭存
栏29818只(羽)，免疫29643只(羽)，鹅存栏376只(羽)，免
疫376只(羽)，鸡新城疫免疫38277只(羽)，狂犬苗已免疫118
只。

六、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科技服务实行包片制。动防站技
术人员分片区，负责全乡镇9个行政村、1个社区，负责技术
服务工作，带任务，带技术到尝到村、社、到养殖户中去，
围绕动物防疫、科技服务、技术指导、生产信息等重点工作。

七、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工作效率。按照抓大事、保重点、
攻难点的方法，把工作重点任务分解落实到人头，狠抓动物
春秋两季免疫工作，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工作效能，为扎实
本乡防疫工作而拼搏奋斗。

肉牛场防疫工作总结篇四

春季是动物疾病流行的高峰期，防疫工作尤为重要。经过本
次春季动物防疫工作的总结，我们发现了一些关键性问题，
也总结出了有效的解决办法，现将其分享给大家。

首先，我们需要重视疫苗的使用。在本次防疫工作中，我们



发现了一些养殖户在使用疫苗时存在不规范操作的情况，导
致疫苗的有效性大大降低。因此，我们应该在使用疫苗前仔
细阅读使用说明，按照规定操作，确保疫苗的有效性。

其次，我们需要加强场内环境的卫生管理。春季气温逐渐升
高，加之空气湿度大，容易导致细菌、病毒繁殖。因此，我
们需要每日对养殖场内部进行清洁消毒，并严格控制场外人
员进入。同时，还要保证饲料、饮水的质量，避免因使用不
正常饲料、饮水而引起的疫情。

此外，还需要做好疫情监测工作。在春季，动物疾病容易传
播，一旦发现有感染疫情的动物，应立即对其进行隔离治疗，
并及时报告当地畜牧部门。这样不仅可以有效控制病情扩散，
还可以保证大众和动物的健康安全。

最后，我们需要定期进行防疫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每
年定期开展防疫演练，可以让养殖户更加熟悉防疫工作流程，
并提高应对突发疫情的能力。同时，也可以为动物防疫工作
提供有力的保障。

总之，春季动物防疫工作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们需要认真、
细致、严谨地开展好每一项工作，才能做到有效控制动物疾
病，保障大众和动物的健康安全。

肉牛场防疫工作总结篇五

20xx年我乡的防疫工作在县卫疾控正确领导下，在上级主管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继续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
更新观念，开拓思路、深化改革。全面落实我县防病工作会
议精神，扎实开展各项综合防病措施，巩固无脊灰防治成果，
突出做好艾滋病、结核病、出血热等重点传染病的防治工作，
促进工作全面发展。现将今年我院卫生防疫工作开展情况总
结介绍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为了计划免疫工作规范实施，有效预防控制传染病的流行，
我院的防疫工作由具备公共卫生执业资格1名专业人员主抓，
为了加强疫苗冷链的管理，上半年年又为防保科配备了冰柜
一台，冷藏包一个，为了保障基础资料的规范化管理，配备
了打印机一台，方便打印各种表格及培训资料。

二、医院管理方面：

1、实行院长负责制。建立健全各项组织制度，责任到人按年
初计划开展各项工作。

2、规范传染病疫情报告，加强重点传染病的预防控制和监测
工作：

填写传染病报告卡及时上报传染病。

4、计划免疫工作 ：建卡率98%，乙肝及时接种率99%。（2）
单苗接种率98 %以上，强化免疫率100%。（3）上半年除了认
真完成“计划免疫疫苗”接种率外，还积极开展有价苗的推
广接种工作，有效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及流行。（4）按时制定
疫苗需求计划和下级分配计划，并及时登记疫苗出入库登记，
并及时记录疫苗运输记录表和冰箱温度记录表。

5、加大健康教育力度，切实提高群众的防病意识和能力：
利用固定宣传栏，开展季节性染病的宣传： 有效宣传了“手
足口病”、 “麻疹” “结核病”以及计划免疫相关知识等。
利用法定宣传日上街开展宣传咨询活动，今年在“4.25”计
划免疫宣传活动日上街开展义诊宣传咨询活动，共发放各类
宣传资料总计200余份。

6、规范填写及时上报死亡报告卡，并做好报告卡接收与上报
登记 。



7、加强结核病防治工作，提高肺结核病的发现率，并及时督
导村医和结核病人按时取药，按要求配合治疗。

8、我院按规范要求完成了各村屯计划免疫接种点的规范化建
设工作，为我镇今后计划免疫工作的规范开展起到决定性的
作用。

20xx年上半年在各级领导的支持指导下与全镇防疫医生一道
风雨同舟，精诚团结依据“预防为主”的方针，做好全年的
防疫工作。

肉牛场防疫工作总结篇六

20xx年我镇秋季动物防疫工作在县农牧局业务部门的支持指
导下，在镇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严格按照有关文件要求,
以牲畜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猪高致病性蓝耳病、猪瘟、
鸡新城疫等重大动物疫病免疫接种为重点，开展了全镇秋季
动物集中免疫接种工作，现将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全镇共16个村xx4个村民组，6898户养殖户，截止10月10日，
全镇存栏生猪10535头，已接种应免数口蹄疫疫苗10249头份、
免疫密度达应免数的100%，猪瘟苗10127头份、蓝耳病疫
苗10126头份、免疫密度分别达100%，挂标率99%；牛存
栏2310头、接种口蹄疫疫苗2262头份、免疫密度达99.8%，挂
标率98%；羊存栏690只、已接种口蹄疫疫苗690只、免疫密度
达应免数的100%；禽类存栏87768只（羽）、已接种禽流感疫
苗85077只（羽）、接种鸡新城疫疫苗83067只（羽），免疫
密度分别达99.8%。其中免疫反应猪116头、禽131羽，免疫副
反应死亡猪3头、鸡129只。

按照县20xx年动物防疫工作方案进度要求，秋防工作分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从9月1日到9月30日利用30天时间集中力量全
面突击，力争基本完成集中免疫任务；第二个阶段，10月1日
至10日，利用10天时间，查漏补缺，补免补防，力争全面完



成免疫任务，并自行检查验收；第三个阶段，11月5日以前迎
接全县组织的免疫工作组检查验收，抽样检测免疫抗体，进
行免疫效果综合评价。

（一）加强组织领导：镇政府成立了动物防疫工作督查领导
小组，制定工作实施方案等，责任落实到位。镇党委政府对
动物疫病防治工作高度重视，于9月5日，镇政府主要领导主
持召开了全体镇村防疫员及规模养殖场（户）参与的会议，
在会上认真研究全镇动物防疫工作形势，结合我镇当前动物
防疫工作的特点，镇领导肯定了春季动物防疫工作中取得的
成绩，并就进一步做好秋季动物防疫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按照“政府保密度、业务部门保质量”的动物防疫目标管理
责任制的要求，从制度上保证了动物防疫工作的落实。

（二）加强培训、促进科学防疫：为切实提高免疫质量和免
疫密度，确保疫苗的有效利用，我中心加强了对村级防疫员
的业务技术培训，就动物免疫注射操作、生物制品保管使用、
免疫标识佩戴、档案规范以及口蹄疫、禽流感等防治技术规
范进行了重点培训。进一步提高了防疫人员的责任意识和技
术水平，为确保免疫质量打下基础。

（三）强化免疫、夯实防疫基础：一是以本中心技术人员为
主，实行分片包村，集中进行免疫接种和重大动物疫病流行
病学调查、普查工作；二是采取统一免疫时间，集中防疫员
逐村免疫接种的形式对散养殖户饲养的畜禽进行免疫接种；
三是在集中免疫接种结束后，由各村防疫员回头对本村的漏
防户、漏防畜进行补针，做到了村不漏户、户不漏畜、畜不
漏针。通过三个阶段的免疫接种，彻底消灭了免疫死角，确
保了免疫密度。

肉牛场防疫工作总结篇七

1.每日调查询问员工家里是否有外来人员，并测量员工体温;



1.规范小区出入口管理，对进出小区人员、车辆核查登记，
外来车辆不许进入本小区;

2.生活垃圾清运由原来每日一次调整到每日两次，保证垃圾
不出现胀箱、外溢现象;

4.1月x日在小区门岗处设立废弃口罩回收箱，并由专人每日
消毒、焚烧。

5.2月x日在小区x部电梯放置一次性电梯按键纸抽，隔离病毒，
每日保洁员更换补充纸抽。

2、在门岗设立扩音器，开展疫情防控宣传;

3、通过业主微信群，朋友圈转发、宣传栏粘贴等方式开展形
式灵活的新型肺炎的知识、防范措施、注意事项宣传教育，
消除业主恐慌情绪，增强自我防病意识，提醒广大业主不信
谣、不传谣。

下一步，xx物业服务中心将继续根据业主需求，急业主所急，
例如根据业主电话反映因没有口罩不敢出门买菜，根据这个
情况，协调市城管局领导调拨一部分口罩，正在发放中;目前
有些业主因不出门不下楼，家里及楼道内堆积大量生活垃圾，
出现异味，容易出现细菌感染，为解决这一矛盾，我服务中
心正在协调人员，准备出专人清运业主门口的生活垃圾，保
障业主足不出户解决生活正常运转，接下来我服务中心秉持
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主动担当作为，
持续做好防控，坚决打赢这场无硝烟的.战争，确保广大业主
的健康安全!

肉牛场防疫工作总结篇八

根据县20xx年春季动物防疫工作会议的要求，××乡的春防
工作在乡党委政府大力支持领导下，在县畜牧兽医局及县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指导帮助下，通过乡畜牧兽医站全体
人员、村防疫员及全体乡村干部的紧密配合扎实工作，全乡
春防工作从2月27日至3月22日全面结束，历时20多天，取得
了显著成绩，圆满完成了目标任务。

1、强化免疫，夯实基础

全乡7个村，101个村民小组户。实际生猪存栏20xx2头，注射
猪o型w苗17265头，群体防疫密度85.6%，防疫密度为应免疫
数的100%，注射猪脾淋苗19411头，生猪防疫密度达96.27%，
注射猪兰耳疫苗16976头，群体防疫密度为84.2%，防疫密度
为应免数的100%;牛存栏7252头，注射半年w双价苗6273头，
群体防疫密度为86.5%，防疫密度为应免数的100%;羊存
栏9766只，注射半年w双价苗8400只，群体防疫密度为86%，
防疫密度为应免数的100%，禽存栏27233只，群体防疫密度
为86.1%，防疫密度为应免数的100%。我乡从县疫控中心领取
猪瘟脾淋苗1000瓶，猪o型w苗180瓶，牛羊w双价苗320瓶，
猪兰耳病4000瓶。

2、加强领导，明确责任

为了春防工作正常开展，把春防工作真正落实到实处，使畜
牧业生产健康稳步发展，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把重大动物
疫病防治工作作为社会稳定的政治任务来抓，成立了以乡人
民政府乡长为组长、分管领导和兽医站站长为副组长、各村
主任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各村成立以村主任为组长的领
导小组。根据××乡春防工作实施方案，在2月27日以会代训
形式召开春季防疫工作暨培训会，传达贯彻县委政府召开的
春防工作会议精神，安排了全乡的防疫工作任务，并与各村
签订了工作责任书，明确了工作责任和任务，为按时、按质、
按量完成全乡动物防疫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加强宣传，规范指导



乡、村干部对人民高度负责，各村相继召开驻村人员会、组
长会、户长会，深入细致贯彻落实县乡春防工作会精神，做
到了防疫工作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使春防工作得以顺利进
行并取得了满意的成绩。

我乡春防工作做到分片包干，乡兽医站工作人员每人挂包二
至三个村，各村由主任亲自挂帅，把任务细划到人，层层把
关落实，乡村组干部做到了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协调一致，
并密切配合技术员严格按照技术规程进行操作，力求做
到“六到位”和“六不漏”，为县疫控中心在我乡采集50份
山羊血样检测确保免疫质量。

我乡春防工作通过县挂钩人员和全体工作人员20多天的艰苦
工作，现已圆满结束，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同时工作中还
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

3、乡兽医站冰藏设施不足，急需有一台冰柜，请上级给予帮
助解决;

4、全乡山宽人稀，居住分散，其对防疫认识不足，致使完成
任务有一定困难。

1、继续开展好“双月补计”工作及动物产地检疫工作，逐步
完善控制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确保肉食安全，保护人民身
体健康。

2、加强交易市场产地的检疫工作，使我乡畜牧交易市场健康
发展。

3、加强畜牧队伍技术陪训，积极参加市县举办的陪训班。我
乡争取每月举办1-2期培训班，逐步提高畜牧技术人员的专业
技术水平。

4、做好全乡疫情监控工作，严防重大动物疫病传入我乡。



5、继续搞好以肉牛冻改和牧草种植为主的各项畜牧科技推广
工作，完成各项畜牧生产任务。

肉牛场防疫工作总结篇九

近年来，伴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增加，动物疫情频发成
为一个全球性难题。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国家的
经济安全，各级防疫机构都在进行积极有效的防疫工作，尤
其是春季动物防疫工作，更是备受关注和重视。

春季是动物防疫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在疫情高发时期更是必
不可少的工作。针对不同种类的动物及其疾病，各级防疫机
构推广宣传相关防疫知识，加强对养殖场的检查和监管，提
高动物防疫技术水平等多方面着手，取得了显著成效。

首先，对于禽流感的控制，各地政府、农业部门和养殖场增
加了投入，加大了对鸡、鸭等禽类的防疫工作。在疫情高发
期，各地政府采取积极果断控制措施，尽量减少疫情的扩散，
最终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

其次，针对口蹄疫等畜牧业常见疾病，各级防疫机构加强了
对养殖场的巡查，建立了健全的防疫监测体系，提高了动物
防疫技术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同时，养殖场也不断加强防
疫知识的学习和宣传，形成了规范化的防疫体系，对于疫情
的发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另外，在春季动物防疫工作中，加强对野生动物的监测和防
控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进入城市，成为
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也给疫情的防控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针对洱海流域、滇池等地区的水禽疫情高发问题，政府加大
了监测力度，采取了有效的隔离措施，实施了野生动物疫苗
接种计划。

综上所述，春季动物防疫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各级防



疫机构和广大农民的共同努力下，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得到了有力的保障。但是，防疫工作永
远不会停止，期待着更加高效、更加科学的防疫技术和体系
的不断推陈出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动
物福利和人民福祉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