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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动物防疫工作思考

万志伟　梁满成
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广东东莞　523962 

摘　要：在畜牧业发展的过程中科学有效地做好相关的防疫工作，防止传染病的蔓延，可以在较大程度上避免给畜

牧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基层动物防疫工作是影响养殖业经济效益的关键因素，因此农业农村部门和相关

养殖户就通过基层动物防疫工作来促使有关部门加强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本文通过对现阶段我国基层动物防疫工

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来明确基层防疫工作中哪些环节需要改进，从而通过采取有效措施改变基层动物

防疫现状，进而以此来提升基层动物防疫工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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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on animal epidemic prevention at grassroots 
level
Zhiwei Wan  Mancheng Liang 
Houjie Town Agricultural Technical Service Center, Dongguan 523962,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epidemic prevention work can 
prevent the spread of infectious diseases, to a large extent to avoi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causing 
huge losses. Animal epidemic prevention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s a key factor affecting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breeding 
industry. Therefore, th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partments and relevant breeders urge relevant departments to strengthen 
policy support and financial input through animal epidemic prevention work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animal epidemic prevention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to clarify which links need to be 
improv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nimal epidemic prevention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by taking effective measures to chang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nimal epidemic prevention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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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会经济发展促使社会各领域对公共卫生的关注程

度越来越高，因此，相关部门需要进一步优化畜牧业发

展模式，同时亟需提高基层动物防疫工作的关注程度和

管理力度。目前，受防疫工作效率及管理力度影响，部

分传染性病源来自于畜牧业，不仅导致畜牧业经济损失

惨重，而且可能引发区域性人畜共患传染病。基于此，

有关部门需提高对相关工作的重视程度，同时要针对当

前存在的具体问题，探讨合理可行的解决方案，从而提

高动物防疫工作的开展效率和管理水平。

一、新形势下做好基层动物防疫工作的重要性

预防动物疫病、科学处置染病动物、监测动物健康

状况是基层畜牧兽医防疫工作的主要内容。作为与畜牧

业、动物交易市场联系紧密的防疫工作，涉及到对引种、

饲养、屠宰加工、销售、运输等多个环节的严格管控，

并切实做好疫情预防及控制等工作。新形势下，我国畜

牧业快速发展，动物饲养、屠宰加工的规模显著提升，

再加上当代公众对优质动物产品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对动物防疫工作的质量、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做好动物防疫工作，可以在社会中形成追求优质动

物产品、引领绿色消费的良好氛围，倒逼畜牧业经营主

体高度重视动物疫病的防范，有效降低动物疫病的暴发

概率。同时，防疫工作的优化改进能够实时化、动态化

监测动物健康水平，以引种为起点对动物交易进行精准

控制，维护动物交易市场的安全性。此外，防疫工作的

科学有效开展可以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保障，维护畜牧

业经营主体以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二、基层动物防疫工作的问题

2.1 基层动物防疫工作及其监管不到位

从产业发展和公共卫生角度，动物防疫意义重大。

我国针对基层动物防疫工作坚持改革与创新并举，在法

律法规和基层治理制度建设上不断完善，对基层动物防

疫工作也提出很多具体明确要求，为基层动物防疫工作

的开展确定了方向。但是，在实际防疫过程中，由于基

层动物防疫工作的软硬件建设不足，加之畜牧业生产方

式不完善，养殖户的不配合，致使基层动物防疫工作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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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自身的难度，如基层防疫人员在开展工作时对于动

物防疫工作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基层治理制度的重视程度

不够，不规范行为不时存在，不能对重大疫情进行很好

的预测与控制，延误最佳防控时期等。这就导致基层动

物防疫工作不到位，存在不科学现象，严重制约我国畜

牧产业的规范化发展。同时，对基层动物防疫工作的监

管关系着防疫员在操作过程中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也关

系着基层动物防疫工作的整体技术水平，还关系着畜牧

业的健康发展。但目前，在对基层防疫工作的监管上力

度小，监管体系建设上也比较匮乏，上级的突击检查、

抽查或是文件、形式上的审查等都不足以了解一线工作

中的真实情况，还需加强监管力度，完善监管机制来加

以约束 [2]。

2.2 基层动物防疫工作缺乏数据支持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领域开

始应用数字技术开展工作，但在基层动物防疫方面，由

于缺乏一定的人才和资金支持，导致相关工作缺乏数据

支撑，再加上各项防疫指标和制度尚未得到完善，因此

整体工作的开展效率相对较低。受此影响，部分地区尚

未建立出完善的数据档案库，同时未能对各项工作数据

做好及时记录和分析工作，相关人员在防疫方面缺乏专

业性的技术支持和数据支撑，从而影响到防疫工作的开

展效率。除此之外，部分地区的防疫部门缺乏完善的数

据收集和分析机制，同时对相关数据资料也缺乏系统的

管理，甚至部分地区在档案及资料管理方面存在形式化

问题，这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加剧了基层防疫工作的开展

进程，影响到整体工作的开展效果。

2.3 先进技术设备匮乏

新形势下，现代科技及功能完善的设备是动物防疫

工作开展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防

疫工作中应用的监测设备、检验设备等发生了深刻的变

革，为防疫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但此类

新设备、新技术的引入需要强大的资金保障，部分基层

畜牧兽医站地处偏远、贫困地区，受当地经济条件、科

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导致其难以在设备技术引入中投入

充足的资金。与此同时，部分防疫人员应用新技术、新

设备的能力较低，缺乏创新意识，导致其在日常工作中

沿用传统、滞后的工作方式，难以提高防疫工作的质量

与效率。除此之外，资金投入不足会影响到防疫人员对

基层畜牧兽医站的归属感与工作积极性，当其基本需求

难以获得保障时，便会出现畏难、抵触等不良心理，弱

化防疫工作的主体力量，制约防疫工作的现代化发展 [3]。

2.4 基层动物防疫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不高

由于缺失专业和健全的基层畜牧防疫培训，导致很

多基层畜牧兽医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低下，所以在具体

的工作中他们常常出现能力不足的问题。比如在动物疫

情诊断方面，由于缺少完善的知识结构体系，使得他们

对一些流行和传染疾病没有准确的判断，从而导致防控

效果不够理想，而该做法完全背离了现代畜牧业发展初

衷，进而无法满足基层动物防疫工作的实际需求。而技

术能力薄弱，又会引发一些新的疾病和问题，所以仅凭

以往的工作经验无法提高防控效率和防控效果。除此之

外，很多基层兽医自身年龄偏大，而年轻的技术人员因

为基层动物防疫工作环境恶劣，工作量大，所以不愿投

身到基层动物防疫工作中，长此以往，导致基层动物防

疫工作出现人才断流和人才脱节的问题。

三、加强基层动物防疫工作的建议

3.1 加强基层动物防疫队伍建设

基层动物防疫队伍包含两个层级，一个是乡镇（街

道）畜牧兽医人员，应适当引进动物医学专业的人才，

改善管理人员结构，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培训教育，进而

提高畜牧兽医人员的职业技能。另一个是利用现有村级

防疫员的定额补助经费，精选人员、提倡新技术，提升

责任感，努力建立一支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基层防疫员队

伍。签订责任状，使其明确岗位职责，科学防疫，为日

益繁重的动物疫病防控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提供

有力保障 [4]。

3.2 提升基层防疫人员专业素质，组建专业团队

做好基层防疫，必须重视基层防疫团队的建设，组

建本领高强、技术突出的专业团队，建议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拓展人才引进渠道，聘请专业能力强、年轻力壮、

同时具备高学历的优质人才，从而为基层防疫注入新鲜

血液。二是安排专家讲学，实现信息交流与共享。要关

注专家以及同行在基层防疫工作中取得的成就，从他人

的实际经历中汲取经验，提升内部工作人员的素质。三

是强化思想认知，提升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和道德水平。

基层防疫属于基本医疗的范畴，要想做好基本医疗，务

必提升工作人员自身的道德素养，加强工作人员的责任

意识建设，严格按照法律要求和行业规范开展各项工作。

四是开展校企合作，在合作中遴选优质人才，为基层防

疫工作提供更广泛的人才来源。五是加强信息门户建设，

向社会传递及时、准确、有效的基本防疫知识。日常工

作中，工作人员可广泛搜集与畜牧有关的信息和知识，

通过微信、微博、客户端、短视频等方式，向社会传递

有效的信息，同时，也可根据本地畜牧行业发展的基本

水平，进行更具针对性的信息传递。

3.3 做好动物疫情监测及流行病学调查

对动物疫情风险较高的区域进行重点监测，实行动

物疫病巡视员制度，要求巡视员配备相关的信息传输、

拍摄录像等设备深入实际，摸清并排查动物养殖场所、

屠宰加工场所、销售场所等，并指导畜牧业经营主体及

时上报动物疫情，以此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然。同时，为

解决新形势下动物疫情监测不到位的问题，要建立完善

的网络环境，全面收集引种、饲养、屠宰加工等各个环

节的信息，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分析潜在

的动物疫病风险，加强对畜牧业养殖主体防疫能力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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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与指导，以此在动物防疫上形成合力。此外，要有计划、

有侧重、有组织地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科学研判动物疫

情的发展与变化形式，对辖区内的畜牧业经营主体做出

预警，提醒其接种疫苗、加强防范，继而通过强有力的

动物疫情监测降低动物疫病的暴发概率 [5]。

3.4 提升基层养殖户动物防疫意识

养殖行业出现的疫病比较复杂，不是单一的，对此

基层组织应该充分的进行警示。一些兽医防疫部门的防

疫意识应得到加强，时刻保持紧张感，对防范工作进行

落实，这样才能够保障防范的效果。同时有关部门还需

要完善、落实疫病防范政策，引导养殖工作人员对防疫

工作有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明确防疫工作的重要性，

有效的增强他们自身所具备的一系列的责任意识，更加

积极主动的对防御工作进行配合。

四、结束语

新形势下做好基层畜牧兽医防疫工作可以降低动物

疫病发生概率、保障畜牧业发展的安全性、维护畜牧业

经营主体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现阶段动物防疫工作存

在防范意识淡薄、动物疫病监测不到位、应急处置体系

不完善、高素质人员匮乏、缺乏先进技术设备的问题。

为此，要加强基层畜牧兽医防疫工作的组织领导，做好

动物疫病监测及流行病学调查，完善动物疫病应急处置

体系，健全基层畜牧兽医防疫工作队伍并且强化资金保

障、优化防疫工作技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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