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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畜牧兽医站做好动物防疫工作的措施分析 
黄华芳 

 （雷州市英利畜牧兽医站  广东 雷州  524251）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对肉类食品的需求量也在日益增加。畜禽养殖业发展过程中，乡镇
兽医站动物防疫工作可以支持农民畜禽养殖，同时也可以维护畜禽养殖的健康，避免出现病害。本文主要论述乡镇兽医站动物防疫工作，进一
步发展乡镇兽医站动物防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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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动物防疫工作成效直接影响到养殖农户的收入和养殖产业的持

续发展，乡镇畜牧兽医站是执行并监督动物防疫工作的重要机构。然
而，近年来，随着饲养品种的增多和养殖模式的变化，动物疫病的发
生也越来越频繁，极大地阻碍了畜牧养殖产业的发展，也不利于人类
的身体健康，还为动物防疫工作的进行增加了难度。以广西玉林市的
猪鸡养殖产业为例，由于猪鸡养殖的特殊性，不仅局限于国家强制的
春秋两季集中注射疫苗，日常防疫更甚于春秋两防，防疫难度也更大。
为此，采用何种措施来做好动物防疫工作成为了乡镇畜牧兽医站的工
作人员热切关注，竭力探究的问题。 

1 乡镇畜牧兽医站的历史 
乡镇畜牧兽医站从 1958 年成立，就是国家设立在基层的公益单

位，依法承担辖区内实施动物强制免疫的监督、动物疫情调查监测，
动物疫病流行调查，动物和动物产品检疫，饲料质量、兽药监督管理，
畜牧技术推广普及，以及村级动物防疫员的管理和业务指导等职能。
它不仅肩负着宣传、执行、贯彻党和国家发展畜牧业的方针、政策和
法律法规的职责，担负着畜牧业各类生产技术的引进、推广、示范和
指导科学饲养畜禽的职能，同时还从事着畜牧业产前、产中、产后的
科技推广与技术服务工作。因此，乡镇畜牧兽医站作为乡镇政府的组
成是必须的，机构名称统一很有必要。 

2 畜牧兽医动物防疫工作现状 
2.1 落后的思想观念 
一般情况下，农村养殖户的文化水平都普遍不高，对于动物防疫

工作实施过程中的具体工作欠缺专业知识，而在实际养殖中往往会以
经验为主，忽略对于动物防疫工作的认识跟理解，所以，对这份工作
产生了怀疑和排斥心理，对于动物防疫工作中的疫苗注射、接种等工
作，必须要专业人员才能执行，对于这方面知识的缺乏可能会导致工
作无法顺利的进行，例如：动物体质变弱、生长逐渐变慢，严重点动
物死亡，导致经济损失。更严重的危害有可能加强了疫病的传播，增
加传染性的风险。 

2.2 防疫机制不健全 
我国大力发展新农村工程，但是农村养殖业仍旧普遍实施散户养

殖模式，因此农村仍旧是乡镇兽医站动物防疫工作的主要区域。村级
防疫技术水平有待提升，动物饲养消毒和免疫接种等工作都不够全
面，无法保障综合防治效果，很容易出现免疫失败的问题。乡镇兽医
站工作人员具有较大的流动，财力也不够充足，因此乡镇兽医站动物
防疫水平有待提升。 

2.3 技术人才缺乏 
基层畜牧兽医动物防疫工作有太多相关的专业知识，这就要求工

作人员必须具备专业的基础理论，还需掌握专业的操作能力。此外，
在艰苦的基层环境下工作人员还需具备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只有
在不断优化自身责任感的情况下，才能把防疫站的工作做到更好。但
是，现今基层兽医的工资水平普遍较低，无法满足技术人才的基本需
求。技术人才的大量缺乏已成为基层防疫站的现状。 

3 发展对策 
3.1 提高养殖户的动物防疫意识 
为了切实解决乡镇动物养殖户普遍缺乏动物防疫意识的问题，乡

镇动物防疫部门可以定期下基层为养殖户普及动物防疫知识和技能。

例如，乡镇动物防疫部门可以通过动物防疫知识有奖竞答的方式，提
升养殖户的动物防疫意识，拓展养殖户的动物防疫知识储备。此外，
还可通过组织养殖户到防疫措施先进的养殖基地参观，以提升乡镇养
殖户的动物防疫意识，为乡镇动物防疫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良好的基
础。 

3.2 完善动物防疫体系 
开展乡镇兽医站动物防疫工作，需要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

积极培训乡镇兽医站工作人员，培训之后要经过考核，考核合格之后
下发证明，保证乡镇兽医站工作人员持证上岗。加强建设动物防疫流
程标准，根据标准程序开展乡镇兽医站动物防疫工作。确定乡镇兽医
站动物防疫工作的重点，加强保管和发放疫苗，根据疫病的不同临床
特征确定针对性的救治措施，同时要注意全面防控疫情，做好养殖场
的消毒工作。 

为了将疫苗的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乡镇兽医站要结合说明书管
理疫苗，统一处理失效和过期的疫苗。如果疫苗没有被妥善存储，需
要严肃处理工作人员，并且严禁使用这类疫苗。不能随意丢弃废弃的
疫苗，否则可能会发生散毒。 

加大力度监测疫病发展情况，乡镇兽医站每个月都要调查行政村
畜禽流行病，每个季度采集和送检重大抗体样本，尤其要加大力度监
测大型畜牧场，对于散养的畜禽，也要开展疫病监测。 

3.3 加大宣传力度 
各级政府以及有关职能部门需要注重宣传畜牧业有关的法律法

规以及政策制度。在宣传中要采取多元化的宣传方式，通过宣传让干
部群众能够充分认识到畜禽污染质量以及资源化利用的重要意义，进
而提升他们的意识，让畜禽养殖业主以及干部群众能够发挥主观能动
性，落实好畜禽的污染质量，促进畜禽粪污的资源化利用，减少畜牧
业生产给环境带去的污染。 

3.4 新品种引进与推广 
主要是畜牧兽医“五新”技术，既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新

兽药、新饲料的引进、示范和畜牧兽医技术普及推广工作。 
3.5 应急处置 
健全机制，抓好应急处置和可追溯体系建设。及时制定辖区内每

年的重大动物疫情控制应急预案，抓好可追溯体系建设，严格疫情报
告与核查，及时消除疫情隐患，不断提升重大动物疫病预测预警、风
险防范、应急处置能力和防控水平。 

结语 
动物防疫工作的有效开展，能够从根源上杜绝动物传染病的发生

与传播。所以为了使我国畜牧业尽快步入现代化，乡镇动物防疫部门
必须提出切实有效的动物防疫举措，加大执法力度，切实做好动物防
疫政策，以提升动物防疫部门的工作水平，加快我国畜牧业现代化的
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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