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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畜牧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据的比重在不断增加，

养殖也逐渐呈现出了规模化发展的趋势，而动物防疫工

作是动物养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动物防疫机

构通过对养殖户进行定期检疫、消毒、免疫以及病毒应

急措施等防疫工作，去保障动物的健康，将疫病消灭在

萌芽阶段，降低由于疫病导致的养殖户经济收入降低，

避免各种带有传染源的农牧产品流入到市场中，为饮食

安全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但是，纵观当前基层畜牧兽

医动物防疫工作可以发现，当前我国基层畜牧兽医动物

防疫的建设以及动物防疫人员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同时

基层养殖户对动物防疫工作的重视程度较低，导致基层

畜牧兽医动物防疫工作的开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针对

这些问题，有关部分和工作人员要进一步加强对防疫工

作的重视程度，采取积极、有效的防疫手段，推进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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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i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the deman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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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al diseases have also emerged in the farming process. This has not only seriously affected the healthy growth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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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grassroots livestock veterinary animal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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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一、动物防疫工作的意义

畜牧养殖行业想要得到发展，并在养殖的过程中获

取更高的经济效益，最为关键的是要做好动物防疫工作，

主要是由于在养殖的过程中动物集中在一起，并且大多

数动物疫病的突发性以及传染性较高，临床症状以及治

疗也较为复杂，如果没有提前发现，并及时进行控制，

不仅会导致大量养殖的动物死亡，影响到养殖户的经济

效益，甚至还会导致整个地区的畜牧养殖业受到严重威

胁 [2]。另外，当前许多动物疫病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进入

到人体，导致人畜共患病情况的出现，严重者会造成人

们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而基层畜牧兽医动物防疫工作

的开展，一方面可以实现对动物疫病的预防，通过加强

动物防疫法律、知识等内容的普及，提升养殖户的防疫

意识，并为养殖户提供针对性的动物防疫指导，为养殖

场的动物提供干净、健康、舒适的环境，定期进行防疫，

从而降低动物疫病发生的情况，并在疫病发生时及时进

行控制。另一方面，动物防疫工作在开展的过程中可以

对动物疫病情况进行检测，避免一些不合格的农牧产品

流入到市场中，影响到人们身体健康安全。由此可见，

动物防疫工作作为畜牧业的基本任务，和畜牧业的长远

发展有着重要的关联。

二、基层畜牧兽医动物防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 防疫建设较差

基层畜牧兽医动物防疫工作得不到有效开展的主要

原因之一就是部分地区的防疫建设相对较差，这种现象

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偏远地区较为常见，这些区域的

基层防疫站由于缺乏资金补助的，导致站内的防疫器械、

药品等无法到位，无法对采集的各种样本进行检测，疫

病发现的效率低，各种防疫手段也较为滞后，而使用传

统以“防疫针”为主的防疫模式也由于药品的稳定性不

足，导致针剂无法发挥出效果，最终防疫工作的质量也

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会造成严重的传染病。

2. 重视程度不足

我国经济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养殖产业也呈现出

了规模化发展的情况，但是对于当前我国基层养殖产业

来说，中小型的养殖场依旧占据着核心地位，由于基层

养殖场的规模相对较少，养殖人员主要是农民，因此基

层区域的养殖大多呈现出了分散的状态，在防疫工作中

大多的养殖人员并不具被专业的养殖能力，对动物防疫

的重视程度较低，并且受到自身资金的影响，在养殖上

不愿意投入更多的资金，导致养殖环境差，动物疫病发

生概率大，甚至给周围环境带来了严重的污染和病菌 [3]。

除此之外，基层畜牧兽医站也大多建立在乡镇之中，一

些偏远地区的工作环境不加，工作人员出行以及日常工

作的难度加大，加之薪酬待遇较低，缺乏补助，工作人

员不愿意实地参与到防疫工作中，长此以往也会导致基

层畜牧兽医防疫工作受到重视程度不断降低。由于防疫

工作无法得到有效的开展，会导致畜牧养殖产业疫病出

现的概率增加。

3. 工作人员专业性不足

基层功畜牧兽医动物防疫工作在开展的过程中离不

开专业的防疫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综

合素质直接影响着整个防疫工作的效果。随着我国畜牧

养殖行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饮食安全重视程度的不断提

升，对防疫工作的要求和标准也在不断提升，各种防疫

知识、防疫措施、防疫设备也在不断更新，但是当前基

层防疫工作队伍还存在严重的不足，一方面是专业防疫

工作人员缺乏，防疫工作人员不够稳定，导致防疫工作

在开展的过程中缺乏人员支持，不仅防疫工作无法顺利

开展，同时防疫质量也无法满足畜牧产业发展的需求 [4]。

另一方面缺乏对防疫工作人员的培训，导致防疫人员对

各种先进的防疫理念、防疫知识、防疫检验技术应用存

在不足，防疫工作效率、效果较低。

三、基层功畜牧兽医动物防疫工作中的重点

1. 完善管理体系

基层畜牧兽医动物防疫工作想要发挥出作用，就要

建立并完善动物防疫工作的内部管理体系，为各项管理

工作的开展提供有效的指导。首先，结合各区域基层畜

牧养殖产业以及兽医防疫工作站的情况，指定内部管理

制度，明确防疫工作的内容以及防疫工作人员的岗位职

责，规范防疫工作人员的工作标准，借助制度去对防疫

工作以及工作人员进行约束，从而保障防疫工作可以得

到充分的落实。其次，要建立基层防疫工作沟通渠道，

一方面要确保各项防疫工作的指令以及工作情况可以得

到有效的沟通，提升防疫工作的效率 [5]。另一方面基层防

疫工作沟通渠道要面向区域内的养殖户，养殖户可以针对

自身的疑惑提出问题，由专业的防疫工作人员进行线上处

理、线下防疫，提升防疫工作效果。最后，要对防疫工作

人员进行考核，并设立奖惩制度，借此激发工作人员主动

参与防疫工作的积极性，也可以保障防疫工作的质量。

2. 强化基础设施

动物防疫工作离不开专业、先进的设备、设施和各

种药品的支持，这就需要当地政府将基层畜牧兽医动物

防疫工作充分重视起来，加大对动物防疫工作的支持力

度，并设立专业资金用于动物防疫实验室、设备、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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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药品的购入，储存、维修等 [6]。除此之外，在进行基

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还要将现代化信息技术充分运用起

来，建立与养殖场地关联的监督和通讯体系，对基层动

物养殖情况进行监督和定期检测，从而及时发现存在的

疫病问题，并运用有效的防疫措施为养殖户提供指导，

并解决动物出现的疫病，避免疫情扩散，尽可能的降低

疫病造成的损失。

3. 引进专业人才

基层畜牧兽医动物防疫工作站要加大对专业人才的

引进力度，可以和高校合作，去引进具有专业知识能力、

高素质的防疫人才，也可以面向社会进行招聘，引入具

有工作经验和先进防疫理念、技能的人才，建立专业的

基层防疫工作队伍。其次，对于已经进入到岗位的工作

人员要进行定期培训和能力提升，可以采用老带新的模

式，去开展培训工作，也可以通过统一培训去提升动物防

疫人员的专业知识能力以及职业道德，还可以让防疫工作

站优秀的人才进行外出学习和考察，掌握更加充分和先进

的防疫知识、技能，借此全面提升防疫工作人员的专业能

力和素养，为基层养殖户提供更好、更专业的防疫服务。

4. 加大宣传力度

防疫工作在开展的过程中养殖户的防疫意识以及对

防疫工作的重视程度会直接影响到最终的防疫成效，但

是当前大多基层养殖户还没有意识到防疫工作的意义，

在日常不愿意配合防疫工作人员，也不愿意进行动物防

疫和检疫工作。针对这种情况就需要基层畜牧兽医动物

防疫工作站要加大防疫工作的宣传力度，让养殖户对我

国的防疫法律、政策进行了解，并对动物疫病案例、疫

病知识等进行宣传和普及，从而提升养殖户对防疫工作

的了解，并意识到防疫和自身的养殖效益以及生命健康

安全有着直接的关联。在进行宣传的过程中，防疫工作

站以及防疫工作人员要深入养殖群体中去对防疫、检疫工

作的内容进行宣传，并对出现疫病时的措施进行讲解。同

时，也可以利用各种新媒体渠道去对防疫工作进行宣传，

增加宣传渠道以及覆盖面积，推进动物防疫工作的落实。

5. 加强防疫监督

各地政府部门还要做好防疫监督工作，主要包含以

下内容：第一，落实动物类产品检疫工作，避免不符合

要求的畜牧动物制品出现在市场中，防止疫病通过产品

进入到人体中，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安全 [7]。第二，

引进动物要进行申报，也就是当地的养殖户在引进其他

地区的养殖动物时要提前做好社保工作，并提供符合规

定的动物检疫报告，并在在引进后第一时间做好接种疫

苗的工作。对于缺乏动物检疫报告或者报告不合格的要

禁止引入。第三，要对当地基层的养殖户进行防疫监督，

定期对其卫生环境、动物疫病等进行检查或者抽查，对

于不符合要求的养殖户要求进行整改，整改期间不下发

动物检疫报告，不允许进行动物买卖以及动物产品制作，

借此提升基层养殖户的防疫意识。

6. 改善内部环境

基层防疫工作人员流失严重，工作态度不积极是导

致防疫工作无法有效开展的重要原因，而出现这种情况

主要是由于基层畜牧兽医动物防疫工作站的工作环境、

工作人员的薪酬待遇等存在不足，无法满足防疫人员的

需求，造成人才流失严重，防疫工作人员缺失。因此当

前防疫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就是需要改善防疫工作的内

部环境，当地政府要加大对基层畜牧兽医动物防疫工作

站的支持，增加一线人员的薪酬待遇，并结合当地情况

去制定合理的工作补助，配备防疫交通工具，满足防疫

工作人员在薪酬待遇上的需求 [8]。另外，防疫工作站也

要结合工作人员的能力去对岗位进行安排，从而确保防

疫人员可以在岗位上将自身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提升

防疫工作成效。

四、结束语

当前基层畜牧兽医动物防疫工作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这就需要政府以及动物防疫工作站要针对自身存在的问

题，去对自身的管理体系、内部环境、工作队伍、基础

设施进行完善，从而提升动物防疫工作的有效性，为我

国基层畜牧养殖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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