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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动物防疫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王维腾 

 （ 雷州市英利鑫牧兽医站  广东 雷州 524251）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畜牧产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大。在市场需求的影响之下,畜牧产业的发展速度也在显著提升,但近
年来重大动物疫病不断出现和暴发，对畜牧业生产和人民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也给基层动物防疫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结合荆门市实际，
从当地基层动物防疫工作现状出发，对当前基层动物防疫工作难点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对策，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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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开展动物防疫是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保障畜牧业健康发展的基

石。而基层动物防疫队伍是动物防疫体系的基础力量,在防控重大动
物疫病、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近年来，我国各类重大动物疫病不断出现和暴发，动物疫病
防控形势日益严峻，对畜牧业生产和人民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也给
基层动物防疫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真正建立一支基层动物防疫
“铁军”,建立有活力的长效机制，补齐当前面临的“短板”和薄弱
环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1 基层动物防疫工作存在的问题 
1.1 对动物防疫工作认识不足 
我国目前基层对于动物防疫工作认识存在较为明显的不足问题，

人们收入不断增加的同时，对于畜牧养殖有了更高的要求。很多基层
养殖场在不断的扩张，但是一旦出现各种动物疫病，很有可能导致出
现大范围的动物死亡，影响基层畜牧业的发展。由于很多养殖人员对
于动物疫病没有正确的认识，导致动物一旦发生疫情，导致周边容易
受到传染和影响。对动物防疫工作认识不足，是严重影响基层畜牧业
发展的重要问题。 

1.2 我国畜牧兽医从业者人员素质低下 
传统的畜牧兽医从业者都是各自为营、互补干预的，都拥有自己

单独的经营和管理模式，单独展开各类工作。实际上，这都与当下集
体集约化、流程化的要求严重不符，很难将其自身优势整合、发挥出
来。现阶段国家重视健全完善的防疫体系，但该项措施的基础是需要
大量工作人员的技术支持。政府的支持度不够，资金不足导致了专业
技术人员严重不足，即便我国各地方都建有专门的兽医实验室，但由
于人员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再加上对设备操作不熟练，以及懈怠的
工作态度，以至实验室进展程度不大。 

1.3 动物防疫工作资金投入不足 
动物疫病对人类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国家对动物防疫工作的开

展十分重视，而且在不断地增加资金投入。但是从我国整体产业结构
情况来看，存在不合理的地方，一些地方政府对动物防疫工作专项资
金的投入不足，使得动物疫病的防治较为困难。再加上设备投入不健
全，疫苗投放不及时等问题，对动物防疫工作的开展，都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 

2 基层防疫工作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法 
2.1 政府加强对该工作的重视程度 
政府务必改善对畜牧行业的重视程度，加强资金投入，建立完善

的动物防疫类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系列防疫体系和工作责任制度。
确定各部门及各工作人员的职责所在，明确每个人的任务，负责的板
块，以免出了问题找不到缘由所在，避免相互推卸责任。政府应将各
个地区的防疫工作做好统计，分辖区管理，组建专业监督人员，定期
做好统计、调研，及时反映各个地区的问题，做好数据统计。并且要
建立紧急预防措施，在真正发生问题时能够及时得到控制、解决。 

2.2 普及动物防疫知识 
除了要加强对兽医人才的培养，相关部门还应该加强对防疫知识

的宣传，组织养殖户学习基础的畜牧动物防疫方法，这样可以在疫情
初期有效阻止疫情的扩散，减少不必要的损失。由于我国养殖区所处

地区较为分散，再加上我国的养殖范围较大，将养殖户集中到一起进
行专业知识培训的工作量比较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辅导养殖户科
学养殖，及时防疫，就应该加强基层管理部门的工作量，让基层管理
人员组织养殖户学习具体的防疫知识。为了保证防疫知识的普及度，
国家相关部门还应该组织专业的技术团队，派遣专业技术人员走访基
层养殖户，这样能够结合实际环境，更好地进行动物防疫知识的普及。
此外，国家相关部门还应该在各个养殖区设置技术咨询点，定期派遣
专业技术人员在站点坐班，这样不仅能够方便养殖户咨询相关技术支
持，还能及时发现相关疫情，并且能够结合实际情况提出新的防疫技
术，推动我国畜牧动物防疫技术的发展。 

2.3 加大资金的投入以及基础设施的及时更新 
对于任何一项工作，资金的落实都是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的根本保

障。因此国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深入基层，了解基层工作
人员的工作环境，然后在结合具体的情况，给与一定的资金支持，比
如疾病监测，动物防疫以及动物死亡的补贴等等。这类行为不仅可提
升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也可调动养殖户的积极性，使得防疫工作得
到有效的开展。而除了资金的投入之外，必要的设施更新也是十分重
要的。想要落实好基层畜牧防疫工作，相关的防疫部门应有达到标准
的基础设施，以保证各项设备、药品等能及时供应。 

2.4 严格疫情的报告制度 
动物疫病具有传播迅速，波及范围广的特点，倘若不能及时有效

防控，会引发巨大的经济损失。所以应当建立完善的动物疫病报告制
度，发现疫病苗头及时上报，上级部门迅速反应，针对动物疫病发生
情况，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应对。并建立突发性动物疫病应急机制，能
够在动物疫病发生时及时进行处理。 

2.5 强化职业化专业化服务 
第一是深化职业化防疫改革。畜产品安全协管员持证上岗，由各

区、市畜牧兽医部门会同财政等部门按照“公开、公平、公正、择优”
的原则，研究制定方案，实行公开招聘。协管员应从具有畜牧兽医中
专以上学历或者具备畜牧兽医专业知识和实际工作能力的人员中招
聘，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45 周岁。第二是组织专门化课题攻关。以动
物重大疫病防控为重点，开展病原学攻关试验、示范。第三是建立专
业化服务组织。加快培植动物防疫第三方组织（企业），承担社会化
服务功能。 

结语 
从整体上来说，基层动物防疫工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要实

现多个环节的全面控制，提升每个环节的控制水平，确保基层防疫工
作的顺利开展。另外还需要全面加强基层动物防疫工作的认识，确保
基层管理人员对此有相应的认识，通过设立动物病情灾害报告体系的
应用，实现基层动物综合防疫机制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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