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畜牧业工作总结(实用7篇)
对某一单位、某一部门工作进行全面性总结，既反映工作的
概况，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缺点，也要写经验教训和
今后如何改进的意见等。那么，我们该怎么写总结呢？以下
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工作总结书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

畜牧业工作总结篇一

海龟是一种爬行动物，因此，具有极为鲜明的生物特性，和
普通鱼类、以及哺乳类海洋动物有着较为明显地不同，若想
真正的发展海龟养殖产业，并且获得一定的成绩，就必须正
确的认识到这些不同之处，而后采取措施予以解决，保障海
龟的存活率，最终促进饲养的顺利进行。 作为一种爬行动物，
海龟对于水质有着极强的适应性，因此，水质并不是影响海
龟养殖的重要因素，但是必须指出，这种特性并不意味着什
么水质都可以饲养海龟，理想的洁净、温暖的水下环境可以
最大程度的符合海龟的生长发育特点，有利于其存活和发育。

（一）水温

作为爬行动物，海龟没有自主调节自身温度的能力，因此，
所处外部环境所能提供的能量决定了海龟的体温，这样也就
意味着，海龟的外部环境会通过影响海龟体温的方式，去影
响海龟的习性和生存，例如觅食、消化、吸收、活动等。在
自然的环境下，海龟维持自身体温达到最适宜温度的方式主
要是运动，如潜水、洄游、漂浮等，以此来吸收外界适宜的
能量。在人工养殖的条件下，便只能采取人工维持水温的方
式，来保证海龟的生长和发育。

践中，通常以20℃~28℃的水温最佳，海龟可以获得最为良好
的生态环境，其摄食、生长和运动都处于最佳状态。



（二）盐度

除了极少数的海龟偶尔会游至入海口等淡水环境中，绝大多
数海龟都终生生长于海洋之中，所以，养殖所用的水必须是
海水，或者是人工海水，这也是影响海龟生存和生长的重要
因素，在盐分含量过低的水体之中，海龟不会长期存活，即
使短期存活，其生存质量也会极度下降。因此，由于海龟长
期的海洋生活，其各种器官的构造已经符合了海洋生活的状
态，在养殖时，必须使用海水，或者人工配置盐度为的人工
海水。

这一点可以说是海龟养殖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和先决条件。

（三）水质

海龟绝大多数生存与水下环境，虽然用肺呼吸，但是，由于
其独特的器官构造，其往往只是偶尔浮出水面换气，通常也
不会在水面或者浅水层活动。因此，养殖海龟时，一定要高
度重视水体的质量，采取各种方式来优化水质，防止水质恶
劣，及时监控相应的指标，如酸碱度、总氮、溶解氧等，否
则，海龟的生产和发育极易受到影响，甚至死亡。例如，如
果水体出现了重金属的污染，或者水质的酸化，都会对于海
龟的生命活动造成严重的影响。

在海龟的养殖实践中,为了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或者为了更
为有效地监控水质，可以采取海龟与鱼混养的方式。通常而
言，海龟对水质的要求没有鱼严格,其适应能力较强，因此，
所以把温度、盐度之外的其它海水水质指标维持在鱼类生存
的许可范围内,这样就可以非常直接有效地判断水体的质量，
并且将有效的保证海龟的生存与健康，对于提高海龟养殖的
经济利益也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四）水质管理措施



由于无法实现每天换水，其技术和成本要求过高，因此，除
了经常性的水质观测之外，还需要采取有效地措施，有效地
控制水质，从而保证海龟的生长和发育。

的预防水质污染，对于水质加强管理和控制。

其次，要完善饲养海龟的水槽循环过滤系统，并且要高度注
意这一系统的隔离和独立，切勿为了节省经济成本而和其他
养殖的生物混用，或者不同海龟养殖池区的混用。这样做首
先可避免对其它水槽的污染，也减少了其他水槽对于海龟养
殖水体的污染，再者，这种措施也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了病
原从其它水体带入的机率。

最后，要根据海龟的习性，制定相应的养殖计划，采取按时、
按点的方式进行养殖工作的进行，例如，对于水质和水体循
环状况进行有效的检测和控制，而后根据检测的结果，进行
换水、吸除池底排泄物、滤槽反冲洗等水质维护措施，以此
来保证水质处于最佳的状态。最后，由于海龟排泄量极大，
因此要及时清除饵料残渣、海龟粪便、表层浮膜及玻璃内壁
上的藻类，并且采取化学手段来培育一定的硝化细菌，从而
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养殖水体的质量。

饲料的种类和投喂方式直接关系到海龟营养的吸收，也关乎
海龟的生长和发育，因此，必须要予以重视，采取科学的方
式进行。

（一）饲料的种类

作为一种海洋生物链中地位较高的生物，我们常见的海龟均
是肉食性动物，其依靠海中的水中生物为食，保证自己的营
养和新陈代谢，如小型鱼虾、水母、海绵动物、软体动物、
棘皮动物等，都可以作为海龟的食物。比如，我们以海龟养
殖中最为常见绿海龟来看，其主幼体肉食性,随着年龄的增长，
其食性发生转变,成体虽然食用大量的肉食，但是海藻等食物



所占的比例也不断提高。此外，以玳瑁为例，其在研究中，
杂鱼和软体动物所占比例最大。

因此，在海龟的养殖中，应当选取污染较小、肉质较为鲜美，
而且无鳞、营养较为丰富的鱼类为主要喂食食物，并且要定
期投放蔬菜、海带等食物，以此来均衡影响。需要注意的是，
饲料的选择绝非一成不变，应当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相
应的更换，以避免海龟长期摄入一种营养而导致营养不良，
或者营养障碍。

（二）饲料的数量

注意的是，不能过度喂养，否则影响海龟的生长和发育，每
月可以定期停食1天至两天，对于海龟的摄食和健康有着极为
重要的促进作用。

目前，已经得到确认的海龟疾病有27种类，其分类复杂，如
皮肤炎、糜烂型皮肤炎、真菌感染、肾结石、细菌感染、消
化不良、甲板软甲、消化系统溃疡、肺炎、肠炎等，极大地
影响了海龟的生长甚至是寿命，对于养殖而言极为不利。

当海龟患有疾病时，通常会出现盐腺分泌异常的情况，即在
眼睑和角质之间产生淡黄色或白色粘性物质，这些物质的过
多导致皮肤糜烂，甚至失明。此外，不正常的浮起和潜水困
难通常是由于肠胃系统的疾病引起，由于消化的障碍，因此
导致肠胃内部产生不正常的胀气，从而导致潜水和起伏受到
困难。最后，长期的喂养肉质饲料，而且由于养殖技术的限
制，海龟无法经常运动，其肝脏等器官机能低下,很可能有心
肌梗塞、脑血栓造成的突然死亡。

除了这些病因以外，海龟之间相互的撕咬也极易导致损伤，
如果不能有效的治疗，极易引发细菌性和真菌性的感染。



畜牧业工作总结篇二

预防控制中心各一名业务骨干组成。负责基层畜禽养殖档案
管理员的培训和畜禽养殖档案的检查指导工作。基层兽医站
组建畜禽养殖档案管理办公室，主任由站长兼任，管理员由
监督员、协防员兼任。负责本辖区的畜禽养殖档案的发放、
指导和管理工作。实行管理员包场区制度，责任到人。从而
在制度上保证了畜禽档案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规模养殖场(小区)备案工作是规范畜禽养殖行为，保障养殖
产品质量安全，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我局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畜禽养殖档案规范化管理的通
告20xx多份，由各基层兽医站负责将宣传材料送到辖区内所
有规模养殖场，张贴到小区，做到家喻户晓。通过宣传使广
大养殖户充分认识规模养殖场(小区)备案工作的重要意义，
充分认识到养殖场(小区)建档备案是法律赋予的应尽义务和
责任。同时由我局畜禽养殖档案管理专家组采取巡回培训的
方式对12个基层兽医站的档案管理员进行档案管理工作的培
训，针对养殖档案的各项记录内容如何规范填写，如何进行
有效监督管理逐项进行讲解，从而使档案管理工作在业务上
得到了保证。

做到内容准确、详实，表格填写清楚，材料完整、具体。

县畜牧兽医局对申请备案的规模养殖场(小区)申报材料认真
核对，及时到现场核实，情况属实的，登记备案，发给畜禽
养殖代码，并实行动态管理，进行不定期抽查。

1、强化日常巡查管理。各基层站切实落实包场管理员制度，
管理责任明确到人，实行动态管理，将畜禽养殖场区规范管
理与养殖档案建设列入日常监督管理范畴，不定期进行巡查
指导和管理。

2、强化联合捆绑管理。一是在办理、等证件时，必须查看养



殖档案，未建立或填写不规范的场，要暂缓办理，待养殖档
案完善后再办理;二是在养殖场领取强制免疫疫苗或各项补贴
时，必须查验养殖档案，并以养殖档案生产记录的存栏数量
为发放标准;三是对于未建立养殖档案或档案填写不规范的养
殖场(区)，暂不列入无公害认定和标准化示范场创建范围，
暂不安排相应资金扶持类项目。

3、强化检查评比管理。专家组每季度末对畜禽养殖场档案建
立情况进行一次随机抽样检查，对检查评比结果和改进意见
报领导小组，并在系统内进行通报。

4、强化执法监督管理。对未建立养殖档案或档案填写不规范
的养殖场(区)责令其限期整改，对于整改不到位的养殖场，
或未按规定保存养殖档案的，根据第六十六条规定处罚。

畜牧业工作总结篇三

一、主要工作措施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一是成立了以街道办党工委书记为第一组长，街道办主任为
组长，分管副主任为副组长，各包村领导、股室站所负责人
为成员的精准式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
分管领导具体抓，各股室站所全面抓的工作格局，明确了工
作职责和任务分工，落实专项工作经费，做到了机构、人员、
经费、责任“四个到位”，为顺利开展精准式扶贫工作提供
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二)专题研究，制定方案

及时召开党工委办公会，专题研究部署精准式扶贫工作，结
合我街道办实际，制定了董地街道办精准式扶贫工作专项工
作方案，从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基本原则、实施步骤、工



作进度安排及保障措施等方面，为扶贫人口精准识别提供了
认定依据，明确了各成员单位及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做好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最基础的工作。在建立“扶贫对象瞄准
机制”上下功夫，把真正的穷人找出来，把扶贫对象摸精准。

(三)强化宣传，统一思想

以全县进行农业产业化结构调整工作为契机，组织街道办全
体干部职工、村组干部进村入户，在各村寨农业产业化结构
调整宣传动员大会上大力宣传开展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意义，
召开群众会80余次，印制宣传标语5副，村务公开20次，喷绘
宣传3幅，电子标语2处。通过广泛宣传，把精准扶贫建档立
卡工作的目的和要求、识别标准、识别程序等相关政策宣传
到村，到户，做到了家喻户晓，使群众知情权和参与权得到
充分保障的同时，也进一步统一了干部职工及村组干部思想。

(四)动员部署，强化培训

一是及时召开全街道办精准扶贫工作动员会，对全街道办精
准扶贫建档立卡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二是积极组织召开精准扶贫建档立卡工作培训会，对全街道
办干部职工、驻村干部和村支两委干部进行了多次业务培训，
确保全街道办精准扶贫建档立卡工作规范有序、数据真实。

三是按照班子成员分工，组建工作组5个，分组对各村精准扶
贫建档立卡工作进行督查指导，确保工作实效。

(五)公平公正，识别公开

严格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坚持统一标准、实事求
是、分村负责等工作原则，按照农户申请、调查核实、民主
评议、村级核实、乡镇审核、农户确认、二公告一公示流程
等，严把审核调查关，全面掌握贫困户基本情况，做到了全



面摸排、调查真实、合理定性、全程公开。核查低保、五保、
贫困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以及真贫困农户是否纳入贫困人口范
畴，通过民主评议，确定拟纳入扶贫对象的人员，再对拟扶
贫对象进行公开公示，接受群众监督，确保了精准扶贫建档
立卡工作的质量。

二、识别程序

以x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作为评判主要指标，将人均纯收入低
于省农村扶贫标准2880元的人员作为拟扶贫对象，坚持以户
为单元，实行整户识别，坚持规模控制，以农户收入为基本
依据，综合考虑健康、文化程度、住房现状等情况，按照农
户申请(或村民小组推荐)、村民代表大会民主评议、村委会
审查公示、乡人民政府审核公示的工作流程进行识别。

三、取得的成效

按照“突出重点、先难后易、分批实施”的原则，对全街道
办1011户3568名精准扶贫对象(五保户、低保户)逐一制定了
结对帮扶方案，落实了结对帮扶责任人和帮扶措施，结合本
街道办实际，以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发展特色产业、劳务输
出和劳动技能培训为主要载体，重点发展核桃、马铃薯等特
色产业和抓好劳务输出培训。截止x年底，全街道办已实现脱
贫255户1080人，还剩贫困对象756户2488人。实施董地村、
明星村整村推进通组路硬化3750米，串户路硬化2300米，新
建两条毛路20xx米，总计投入财政扶贫资金185万元，通组、
串户路硬化由村组织农户投工投劳。逐步解决325户1293人出
行难问题。“雨露计划.助学工程”12人通过审核，正在进行
上报公示，“雨露计划.圆梦行动”也在审核上报期间。贫困
村计划出列、贫困户计划脱贫年度标注清楚。贫困乡镇、贫
困村基本情况、帮扶计划、急需解决内容按相关要求录入完
成。

四、存在的问题



一是个别村干部思想认识不到位，被动工作，进展缓慢。

二是个别村宣传发动不够到位，导致部分群众误认为被确定
为贫困对象后会获得很大的利益。

三是个别贫困群众因人际关系处理不当，在民主评议环节，
群众不愿为其投票，导致出现漏识情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全街道办精准扶贫建档立卡工作的精准性。

五、下步工作打算

二是科学制定预脱贫人员帮扶规划。逐村逐户摸清x年225
户1080人预脱贫人员的致贫原因，根据预脱贫人员需求，分
类制定切实可行的帮扶措施，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实现农村扶
贫对象“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
气”的目标。

三是认真落实帮扶规划，加快实施全街道办产业结构调工作，
落实好核桃种植项目、马铃薯种植项目、各村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决策
部署，凝心聚力、精准发力，鼓起劲来抓发展，弯下腰来拔
穷根，携起手来奔小康。

畜牧业工作总结篇四

一、领导高度重视，组织制度健全

畜牧兽医事业的快速发展，依靠的是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事
业的承前启后，更要培养选拔任用年轻的专业技术人才。我
局一直把人才建设作为发展的核心，并且清醒地认识到只有
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让人尽其才，学有所用，才
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____市畜牧兽医局内设办公室、项
目科、兽医科、财务科等4个科室;核定行政编制12人，其中
在职人数13人、少数民族9人、党员12人，正科级干部6人、



副科级干部3人、科员4人、工勤人员1名。所属事业单位有：
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市草原监理所、市家畜家禽繁育改良站、
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市草原工作站及15个乡(镇)畜牧
兽医工作站。畜牧系统共有编制286个，实有在职人数253人，
其中：少数民族221人，汉族32人;共有高级职称21人，中级
职称65人。

二、深入了解人才状况，不断改进人才工作

我局一直以来十分重视人才工作，不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稳定人才队伍。我局分别召开会议和深入基层，广泛听取各
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对现有人才工作和人才队伍状况进行调
查摸底。经调查，广大干部思想素质较高，工作认真负责，
能积极为群众工作服务，但也存在干部创新意识不强、业务
知识不牢固等问题，并分析原因，为人才工作的管理提供依
据，提高人才工作决策的针对性、实效性。根据实际，确
定“以能力建设为中心，加强在职干部培养”的人才工作新
思路。努力塑造一支结构合理、业务精通、素质较高的队伍，
为开展动物防疫工作提供坚强的人才支持。

三、重视干部能力培养，提升综合水平

加强对干部职工的教育培训工作，倡导“终身学习”的理念，
组织青年干部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和深入一线基层养殖场户进
行学习锻炼，不断更新知识，扩大知识面，尽快成为适应新
形势发展需要的人才。通过学习，使其提高了自身业务知识
水平，强化为基层服务的意识，提高综合业务素养，既锻炼
了自身又实现了服务基层的目的，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促进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是我局工作实行目标管理。年初，根据全年工作计划按职
能把任务下发，领导班子成员分工负责，工作目标实行量化
管理;二是健全制度，规范管理。我们进一步建立完善了制



度;三是扎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使机关工作、队伍建设形象
良好、作风扎实、工作效果明显、办事效率提升，打造人民
满意的部门。

五、人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局在人才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目前还存在
着一些问题，一是高层次人才不足与人才队伍紧缺;二是在建
立和完善制度措施和激励保障机制上不够具体，有待进一步
完善机制体制，从而推动人才工作持续有效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