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兽医防疫员个人工作总结 兽医总结
村防疫员的工作总结(优质8篇)

年终总结是在一年的工作和学习中对自己的成果和经验进行
归纳和总结。自我总结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成长和进
步，在不断地总结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

兽医防疫员个人工作总结篇一

1、规模养殖户发展较快，但养殖场建设中对防疫条件设施建
设重视不够，防疫隐患较大。

2、动物防疫疫苗过敏时有发生，主要是口蹄疫疫苗过敏反应
较多，死亡率高，养殖户受损严重。

3、村级防疫员工作量逐年加大，报酬过低，村级防疫员队伍
存在流失现象。

4、乡镇兽医站建设资金缺乏，自筹资金困难。

兽医防疫员个人工作总结篇二

1、安排部署好下半年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2、要求乡镇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加强对养殖（场）户的日常
监管，签订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协议，充分调动工作积极性。

3、加强村级防疫员管理，克服厌倦思想，杜绝弄虚作假行为。

4、安排好新补栏仔畜的补免工作。

5、加大产地检疫工作力度，全面开展产地检疫工作。



6、进一步加大乡镇畜牧兽医站基础建设投入力度，组织实施
好国家有关乡镇畜牧兽医站建设项目，不断提高乡镇畜牧兽
医站工作能力。

兽医防疫员个人工作总结篇三

上半年，在认真落实玉红农产发[]1号文件精神的同时，积极
加强联系，为规模养猪大户协调畜牧专项贷款120万元，有力
地解决了部分养殖大户生产资金周转困难的问题。为降低养
殖风险，促进能繁母猪发展，我站将全乡母猪纳入档案管理，
并积极组织动员母猪养殖户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玉溪分
公司投保，养殖户参保率达100%，为抓好养殖大户的发展，
我站派专人负责大户培训、咨询以及资料的收集整理，累计
大户出栏肉羊510只，出栏肉猪1820头，出栏土杂鸡9300只。

兽医防疫员个人工作总结篇四

上半年，我站在搞好畜禽疫病防治工作的同时，积极主动创
造条件，加强协调联系，带领我乡部分养殖示范户参观学习
了红塔区发展较好的畜禽养殖示范户，对我乡一家一户发展
向标准化、规模化、节约化发展转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为在我乡畜牧业生产达到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目的，
巩固和发展了饲养土鸡只以上2户，规模达500只以上科技示
范户6户，年能出栏肥猪400头以上的示范户3户，100头以上3
户，年饲养牛10头以上12户，年能出栏30只以上的养羊示范
户18户，从而加快了我乡畜牧业生产发展的步伐。

兽医防疫员个人工作总结篇五

强制免疫是当前防控重大动物疫病的有效措施，也是春秋重
大动物疫病防控的核心工作，是避免和减少疫情发生的关键。
面临国内外动物疫情的严峻形势，我们本着“加强领导、密
切配合、依靠科学、依法防治、群防群治、果断处理”的原
则，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把畜禽免疫做为重大动物疫病防



控工作的重点，对小反刍兽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
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布病等重大动物疫病实行强制免
疫，对新城疫、炭疽、羊痘、羊三联等其它动物疫病实行常
规计划免疫。规模养殖场实行程序免疫，散养畜禽采取春秋
集中免疫和常年补免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健全了周补免制度。
按照《xx年兴安盟动物疫病免疫计划》（兴农牧字发[]74号）
的要求，在春季2月17日开始适时组织开展春季集中免疫，在
免疫过程中严格免疫程序，做到“五个统一、六个不漏”，
对漏针和新补栏的畜禽及时进行了补免，尤其加强了规模养
殖户（场）和养殖小区免疫监督管理，确保在免疫过程中不
漏掉一个应免畜禽，做到真苗、真打、真有效。由于实行了
高密度免疫，确保强制免疫畜禽群体免疫密度常年维持在90%
以上，其中重大动物疫病应免畜禽免疫密度达到了100%的国
家要求。同时在春季集中免疫后及时进行了免疫效果监测，
对群体抗体合格率达不到70%的或接近临界值的地区要求进行
再次集中补免，确保群体抗体合格率全年保持在70%以上，做
到应免尽免，不留死角。

（二）加强疫情监测，及时掌握疫情动态

为及时掌握动物疫病免疫状况、流行规律和疫情动态，增强
动物疫情预警预报能力，科学判断动物疫病发生风险和流行
趋势，按照《xx年兴安盟动物疫病监测计划》要求，本着“常
规监测与应急监测相结合、定点监测与全面监测相结合、抗
体监测与病原监测相结合”的原则，切实加强了小反刍兽疫、
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新城
疫、布病、羊痘、炭疽等主要动物疫病监测力度。实行重大
动物疫病全年监测，确保监测工作的常态化。扩大监测范围，
要求各乡镇每个月及时报送血清，在春季集中免疫后及时开
展集中监测。同时进一步加强了活畜禽交易市场、肉鸡养殖
小区、奶牛养殖小区、老疫区等重点场所和区域的监测工作，
尤其是加强了人畜共患病的`监测力度，通过监测提高了疫情
预警的准确性、时效性，有效地防止我县境内疫情发生和境
外疫情传入。强化落实村级防疫员疫情观察报告制度，加强



举报疫情核查，及时排查疫情隐患，查找防控工作漏洞，制
定科学应对措施。今年兽医实验室共检测羊布病血清11080份，
血清学检测鸡血清700份、猪血清320份、奶牛血清320份、羊
血清800份。经检测小反刍兽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高
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新城疫、布病等重大动物疫病免疫
抗体合格率监测结果均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标准。

（三）认真组织开展畜间流调工作

根据自治区和兴安盟《xx年高致病性禽流感和口蹄疫等主要动
物疫病流行病学调查方案》的要求，县乡两级业务部门结合
本地的实际，积极开展畜间流行病学调查工作。重点开展了
牲畜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高致病性蓝耳病、布病、结
核病、炭疽、小反刍兽疫的流行病学调查。根据调查结果，
科学制定适合我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措施。为切实做好畜间
布病溯源灭点工作，今年进一步加大了畜间布病流行病学调
查力度，我中心积极与卫生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根据20xx年8
月份至xx年6月人间布病网报信息，从人间病例和畜间流产两
方向入手，及时对各乡镇畜间布病流行情况进行调查，经调
查确定待定疫点190个，疫点涉及乡镇（场）10个、村78个、
羊5.087万只。

（四）切实强化应急管理工作

进一步强化应急防控工作机制，规范工作程序。一是加强应
急队伍建设。对各乡镇村级防疫员开展了畜禽免疫、疫苗运
输和贮存、自身防护、应急处臵等方面的培训，极大地提高
了村级防疫员应急处臵能力；二是加强应急值班值宿，尤其
是节假日和重大活动期间分别制定了重大动物疫情专项应急
预案，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做到责任
明确、人员到位、联络畅通，确保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迅速报
告，有效反应，及时应对，采取措施，有效地防止疫情扩散、
蔓延，迅速扑灭疫情。三是积极增强应急物质储备能力。按
照应急预案要求，我中心购进储备各类疫苗57万毫升(头份)，



其中小反刍疫苗20万毫升、禽流感疫苗2万毫升、高致病性猪
蓝耳病疫苗2万毫升、牲畜口蹄疫疫苗5万毫升、猪三联疫苗2
万毫升、羊痘2万毫升、鸡新城疫疫苗2万毫升、布病10万毫
升、小反刍疫苗47万毫升、其它疫苗12万毫升，消毒药品6.4
吨，购入一次性采血器、水鞋、急救箱、保温箱、防护服、
护目镜、胶皮手套等重大动物疫情应急物资，确保在突发疫
情时能及时有效应对。

（五）全力抓好消毒灭源工作

消毒灭源是根除重大动物疫病疫源的有效措施，按照《动物
防疫法》有关规定及防治技术规范要求，结合我县疫病流行
规律实际情况，年初我们制定了科学合理的消毒灭源方案，
进一步完善了强制消毒制度。我们充分利用春季集中免疫及
高温季节的有利时机，积极开展了消毒灭源工作。

兽医防疫员个人工作总结篇六

我乡上半年的畜牧业生产，畜产品价格比往年有所上升，但
是，由于仔猪供应量不足，仔猪、饲料价格涨幅较大，加之
区外动物疫病的威胁，造成生猪养殖户及时补栏难，养殖产
业发展面临着全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但在乡党委、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在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关心和帮助下，我站紧
紧围绕乡第八次党代会第一次会议和乡九届四次人代会精神，
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开拓创新，攻坚克难，强化服务意识，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促规模养殖发展，提高出栏率，
降低死亡率，增加养殖效益为工作指南，狠抓疫病防制和科
技推广工作，经全乡畜牧科技工作者和广大养殖户的共同努
力，使我乡的畜牧业生产仍取得稳定发展，主要生产指标是：

1、期末肥猪出栏年8217头，比上年同期的7835头增382头，
增长4.9％；

2、期末生猪存栏8914头，比上年同期的8600头增314头，增



长3.7％；

3、期末大牲畜存栏1660头，比上年同期的1578头增82头，增
长5.2％；

4、期未出栏菜牛162头，比上年同期的158头增4头，增
长2.5%；

5、期末山绵羊存栏3866只，比上年同期的4140只减274只，
减少19％；

6、期末菜羊出栏1636只，比上年同期的1734只减98只，减
少5.7％；

8、期末能繁母猪存栏201头，比上年同期的187头，增14头，
增长7.5％。

半年来，全乡畜牧兽医人员在乡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坚持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以沼气养殖为基础，促规模
养殖为动力。以提高劳动者素质为主，不断学习，推广科学
养殖综合配套技术，紧紧围绕“提高出栏率，降低死亡率，
增加农户养殖效益”这一指导思想开展工作，主要有以下几
方面。

兽医防疫员个人工作总结篇七

1、加强乡村兽医人员管理，推行动物免疫标识制度，开展好
产地检疫工作。抓好畜禽疫病防治工作，特别是牲畜口蹄疫、
猪高热病和禽流感病的防制工作。

2、在服务好沼气配套养殖的基础上，以土生态发展为坐标，
对我乡生态资源、地方畜禽种资源和市场潜力进行全面调查
分析，理清发展思路和目标，制定实施方案，做好我乡畜牧
业发展规划，加快我乡养殖业走向规模化、标准化和节约化



发展进程。

3、搞好青贮氨化饲料，浓缩饲料，添加剂的推广工作。

4、按区防狂办的要求，配合相关部门搞好的防狂工作，保障
我乡人畜的安全。

5、抓好母猪专业村建设，促进母猪饲养的发展和引进1—2个
优良牛羊品种。

6、更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尽力做好规模养殖服务工作，发
展壮大养殖大户，促进全乡畜牧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发展
规模养殖大户，促进全乡畜牧业生产。

7、抓好畜牧科技，动物防疫法，检疫法等有关知识培训，力
争培训面达97％以上，不断提高养殖户的科技应用和创新意
识。

8、积极完成乡党委、政府交给的联系村组等临时性工作任务。

9、贯彻落实好玉红农产发[]1号文件精神，结合我乡实际，
用好用足上级有关畜牧产业扶持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