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0

农业科技管理: 2022年4卷2期
ISSN: 2661-3778(Print); 2661-3786(Online)

在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时代背景下，人们越来

越关注食品安全问题，尤其是对畜禽疾病的关注度也逐

渐提升。我国是农业大国，畜禽养殖业在第一产业中占

据着重要的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深，人们对

生活品质的追求，使得市场对于畜禽产品需求量不断升

高 [1]。在此背景下，畜禽疾病的爆发会对人们的生产生

活造成较大的影响。近年来，我国频繁发生口蹄疫、甲

型禽流感、非洲猪瘟等疫情，对畜禽养殖业的发展造成

了较大的冲击 [2]。由此可见，畜禽疾病防控工作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乡镇畜牧兽医站作为公共卫生管理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从实际出发，做好畜禽疾病防治

管理，稳定畜禽养殖业发展。

1　我国畜禽疾病发生现状分析

1.1 不断涌现新的疫病

从实际调查来看，自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新增畜禽

疾病超过 80 多种，且多为人畜共患疾病，随着我国人口

的不断增长、人口流动性的不断增强、加上引入了国外

品种，这种情况愈演愈烈 [3]。2020 年，我国新发现境外

传入畜禽疾病就超过 30 多种。同时随着现代养殖规模的

不断扩大，病原体有了更多的宿主，提升了变异概率，也

是新的疫病不断涌现的重要原因。病原微生物在变异之后

其流行病学特征会发生明显的改变，例如禽流感虽然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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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共患疾病，人类感染之后症状较轻且愈后较好，但是近

几年有禽流感致人死亡案例报道，这可能是由于禽流感病

毒在不断变异之后，对人类健康安全的威胁增加 [4]。

1.2 传播速度快

随着畜禽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加上各地乃至全球贸

易往来频繁，物流速度的加快，使得畜禽疾病突破了传

统局域流行的限制，加快了传播速度以及流行范围，导

致畜禽疾病从一个县传播到整个市，然后在传播到整个

省，之后在传播到另一个省，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

传播，畜禽疾病累及范围不断扩大 [5]。例如在 2018 年 8

月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某养殖户的生猪发生疑似非洲

猪瘟疫情，8 月 3 日 11 时，经国家参考实验室确诊，为中

国首次发现该疫情，并且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全国 20 个

省 47 个市出现了 73 起家猪疫情、1 起野猪疫情，累计扑

杀生猪 60 万头 [6]。

1.3 威胁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

从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来看，动物体内超过半数的传

染病都可造成人类感染，并且在新发现的畜禽疾病中，

有超过 75% 都是人畜共患传染病。目前全世界已经发现

的畜禽疾病超过三百种，且有 70% 可引起人畜共患，并

且有超过 90 种人畜共患疾病存在较大的危害，严重威胁

着养殖人员以及消费者的健康安全 [7]。例如 H7N9 禽流感

是我国于 2013 年新发现的传染病，当年国家卫生计生委

将其纳入乙类传染病，该病在发现之后，其感染人数与

死亡人数不断增加，2013 年共计报道 19 例患者死于该病，

2014 年则升高至 330 例，2017 年升高到 589 例，由此可

见，畜禽疾病对人类健康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威胁，需要

做好防控措施。

2　乡镇畜牧兽医站现状分析

2.1 工作繁重且人力资源不足

乡镇畜牧兽医站承担着多项任务，除了检疫防疫工

作外，还承担着养殖场指导、防疫培训、政策宣传、养

殖技术推广等多项任务。随着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每

一位工作人员在防疫检疫工作上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精力，加上一些山区仍旧存在着个体养殖户，增加了工

作负荷 [8]。同时乡镇畜牧兽医站人力资源薄弱，平均不

超过 10 人，且部分地区常驻人员仅有 2~3 人，加上人员

结构老龄化，很难满足实际工作的需求，尤其是疫情频

发的时期。例如在 2018 年非洲猪瘟爆发的时期，由于传

播范围广，各地区都在国道、省道、县道设立了临时检

查消毒点，由于人手不足，很多乡镇畜牧兽医站工作人

员都被临时指派到检查点负责检疫消毒工作。

2.2 职责不明确

由于乡镇畜牧兽医站不属于政府机构，属事业编制

管理，政府主要是通过购买服务向乡镇畜牧兽医站拨付

资金，由县级主管部门对乡镇畜牧兽医站进行业务指导。

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除了承担购买服务之外，乡镇畜

牧兽医站还承担着许多其他业务，存在工作职责不清的

问题，上级部门或乡镇政府要求乡镇畜牧兽医站干什么，

就必须要做什么，实际上是县、乡两级共同管理模式，

导致乡镇畜牧兽医站不能将工作重心放在畜禽疾病防治

工作上。

2.3 难以吸引人才

从实际调查来看，乡镇畜牧兽医站职工职称晋升困

难，初级职称人员占总数的 70%，无高级职称人员，还

有很多工作人员一直无职称，造成其薪资普遍较低，难

以吸引高素质人员从事该行业。

3　乡镇畜牧兽医站完善畜禽疾病防治策略

3.1 完善乡镇畜牧兽医站行政管理体系

政府应建立完善的行政管理体系，明确乡镇畜牧兽

医站属于公共卫生管理事业单位，并建立由上而下的条

块管理制度，以便于县级主管部门与乡镇政府的协调管

理，从而加强对当地畜牧养殖行业的管理；明确乡镇畜

牧兽医站的职能范围，根据上级部门要求的业务，设置

相应的工作小组，例如检疫小组、防疫小组、技术推广

小组等，让防治工作的开展更加顺畅。根据乡镇养殖规

模、业务量优化编制数量，实行专人专用，以避免临时

抽调人员导致兽医站工作无法开展的情况。目前乡镇畜

牧兽医站的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政府应给予人力、

财力、物力等方面的保障和支持，以推动乡镇畜牧兽医

站防治工作的有序开展。乡镇畜牧兽医站应设置畜禽疫

病防控办公室，对辖区内的重大疫病强制免疫进行监督

与管理，指导养殖场（户）科学、合理进行免疫接种，

并详细记录免疫情况和预防效果。同时要加强对村级防

疫人员的技术培训，配合上级部门做好畜禽疾病监测、

流行病学调查，确保畜禽疾病的防控效果。

3.2 加强监督与执法力度

乡镇畜牧兽医站要设置专门工作小组，专人负责畜

禽检疫、病死畜禽尸体的无害化处理、养殖场规范化用

药指导、兽药企业规范化经营、兽医诊疗活动、畜禽产

品质量安全检验等工作；重新整合现有工作人员，按照

区域划分管理小组，每个组 3~5 人，负责 2~3 个村的防疫

工作，并配合执法人员开展管理活动。要加强硬件设施

建设，积极学习先进的兽医技术，尤其是检验技术，进

一步提升自身的诊断能力，从而尽早发现各种重大疫病；

要积极配合上级部门做好本地畜禽养殖规划，做好养殖

示范基地、示范场等的技术指导工作。

养殖场的监督管理主要集中在选址、配套设施、防

疫检疫工作等方面，要从严要求养殖场科学选址，并做

好养殖管理工作。养殖场在生产期间要自觉接受相关部

门的监督管理，一旦发现畜禽疾病要及时上报，出现死

亡病例的，要进行无害化处理；发生重大动物疫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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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立即上报上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并启动重大动物疫

病应急预案，严防重大动物疫情的传播和蔓延。乡镇政

府要为乡镇畜牧兽医站防控工作的开展提供有效的法律

法规支持，以严肃处理各种违法违规行为，规范养殖场

的行为。上级主管部门需要加大动物疫情的监控力度，

对各种传染性强的禽流感、口蹄疫展开免疫监测，对抗

体不达标的畜禽，需要及时补接，确保免疫控制效果，

要充分发挥乡镇畜牧兽医站的疫情监控作用，定期排查

疫情，发现畜禽不明原因死亡时要及时上报，按照规定

无害化处理，避免疫情的扩散。同时还要建立健全的指

挥机构，做到职责清晰，联络顺畅，沟通到位，一旦出

现疫情需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力争减小动物疫情的影

响，避免疫情扩散。

3.3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乡镇畜牧兽医站作为畜禽疾病强制免疫工作的实施

和组织者，其工作质量直接影响着防疫工作的成败，必

须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重视人才培养。一是科学完善

员工选聘、使用制度：根据工作实际，可以放宽招聘条

件，对于年龄不不超过 40 岁、相关专业的大专生、本科

生择优录取，对于新入职的人员，需要加强工作考核，

及时淘汰不负责任、频繁出差错的工作人员。二是做好

岗位培训。要加强在职人员的技术培训，每年进行 2 次

培训且培训时间不低于 3 天，培训内容包括畜禽疾病的

临床症状、防治措施、疫情监测、科学养殖技术《中华

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等

方面，并将每次培训考核结果纳入绩效评价范围。三是各

级财政要对乡镇畜牧兽医站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提高行

业的吸引力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推动畜禽疾病防控畜禽

养殖统计、疫情监测、疫病排查等工作的有序开展。

3.4 做好强制免疫工作

非洲猪瘟的爆发对畜禽养殖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损

失，非瘟初期，由于疫情的原因，导致恐慌性抛售，母

猪产能大幅下降，造成随后市场生猪短缺，猪肉价格迅

速攀升，2019 年 11 月猪价最高至 40.98 元 / 公斤；2020 年

初新冠疫情的影响下，施行停工令和猪肉屠宰运输管制，

2020 年 2 月猪价仍维持在 38.32 元 / 公斤。随着疫情好转，

生猪出栏增加，2020 年 6 月猪价回落至 27.61 元 / 公斤。

由此可见，随着畜禽疾病的爆发，对畜禽产品的市场需

求与市场价格具有较大的影响。做好强制免疫工作意义

重大。要完善配套设施，尤其是冷藏设施以及消毒设备

建设。疫苗要用专用的冷链设备运输；免疫时要配足注

射器与针头，严格按照“一畜禽，一针头”的原则展开

强制免疫工作，避免反复使用针头引起的交叉感染。

3.5 加强宣传力度

乡镇畜牧兽医站要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介，积极宣

传相关法律、法规，提升养殖场（户）自主性免疫的自

觉性，切实筑牢动物生物安全屏障，降低养殖风险，保

障养殖户的养殖效益。加强宣传与推广能够提高养殖户

的重视度，确保强制免疫、补免措施的有序开展，营造

良好的社会氛围。同时为了确保防疫工作的有序开展，

保护养殖人员的安全性，要定期组织养殖户参与技术培

训，并严格按照要求进行免疫接种，将防疫免疫工作落

到实处，并且要将责任具体到个人。同时乡镇畜牧兽医

站还要与各村签订合同，为养殖场提供免疫、养殖技术

指导，确保防疫工作的有序开展。例如可以推广中医防

疫技术，我国中医中就有关于瘟疫的记录，因此可以使

用中医药进行动物疫情预防，例如淫羊藿、菟丝子、红

豆、黑豆等中药具有提高免疫功能的效果，在饲料中加

入这些重要可以起到预防疾病的效果，例如大黄具有清

热解毒的作用，可以预防流感的发生。此外，乡镇政府

作为动物防疫的第一负责人，需要领导春秋防疫工作的

有序开展，加强督查考核，从而强化对动物防疫工作的

监督与控制，对于工作进度缓慢、免疫率、建档率不达

标的地区要通报批评，并且将督查结果作为年度考核依

据，对于工作落实不到位而导致疫情传播的相关责任人，

需要一一问责追究。

4　结束语

畜禽疾病的发生不但会影响养殖场的经济效益，威

胁人们的健康安全，同时也会影响市场秩序以及消费者

的消费意愿，从而阻碍畜禽养殖业的平稳发展。乡镇畜

牧兽医站作为畜禽疾病防控的重要组织者与实施者，其

工作状况对畜禽疾病发生有直接的影响，因此需要重视

其工作中的问题，从而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提高畜禽

疾病的防控效果，减少各种疫病的出现，从而推动畜禽

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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