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牛场繁育工作总结报告(优秀5篇)
报告材料主要是向上级汇报工作,其表达方式以叙述、说明为
主,在语言运用上要突出陈述性,把事情交代清楚,充分显示内
容的真实和材料的客观。优秀的报告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
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
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牛场繁育工作总结报告篇一

本草案制定的目的在于养健康的奶牛，产优质的绿色奶，为
消费者负责，为企业负责。

卫生、防疫工作是奶牛场生产管理的基石，各项制度必须首
先服从于卫生、防疫工作。

卫生、防疫工作是奶牛场不间断的、严肃认真的日检工作。
卫生、防疫工作是本公司奶牛规模化养殖顺利进行的必要保
证。奶牛场卫生、防疫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是奶牛场场长，场
长必须亲自挂帅，在董事长的领导下，组织、落实、检查、
考核各项卫生防疫工作。

防疫人员、兽医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严格执行卫生防疫制
度，严格监督场区卫生防疫制度的实施。

卫生、防疫规章制度是规范奶牛场全体员工工作的准则，执
行程度直接决定奶牛健康以及疫病的发生与否。因此，全体
员工务必严格遵守，相互监督。

本规范追求的目标：

杜绝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避免疫情发生。

当发生疫情时，组织工作严密、技术措施迅速有效到位，把



疫情于第一阶段扑灭，把疫病产生的损失降到最低点。

建立疫病环境检测点，建立疫病信息来源渠道，在周围大环
境产生疫病可疑迹象时，采取紧急措施。

卫生、防疫工作的内容及技术要点：

内容： 奶牛场卫生工作条例

奶牛场防疫工作条例

疫情期防疫应急方案 技术要点：环境的监测

环境防疫技术

牛群防疫技术

2.奶牛场卫生工作条例：

建立卫生制度：

奶牛场场长是卫生工作第一负责人。 兽医、防疫员是卫生防
疫制度执行的监督者。 划分卫生包干区（点），责任落实到
人。

奶牛场每位员工都有权利和义务维护和执行卫生防疫制度。

定期与不定期检查，每月至少二次，进行评比，并做到奖优
罚劣，要有记录，每次并在内部管理板报或会议上宣布。
（奖惩机制以及办法见副表）

齐全卫生设施：

食堂卫生设施完善，并符合《食品卫生法》要求。 配备专供
职工安全、卫生的饮用水设施。 供水管道、蓄水池每年至少



清洗一次。 不断改善职工集体宿舍的居住卫生条件。

厕所整洁，有条件可以水冲式，有专人或值日保洁，做到厕
所无臭味，便池无尿碱，防止夏季蚊蝇的滋生。

垃圾定点处理，选到隐蔽及下风向；条件好的，垃圾箱（房）
密闭化，生活垃圾袋装化、垃圾日产日清。

有计划实施污水粪便处理工程，做到达标排放。污水处理专
人专管，设备完善，性能良好，并有备用设备。

下水管道疏通有专人负责。做到阴井畅通无阻塞，阴井旁无
垃圾堆放，阴井盖齐全。

奶牛场配备专门洗涤工作服的设备，并由专人洗涤、消毒。
配备有职工集中更衣的房间，并安装紫外线灯具，消毒密集
有效。

2 奶牛场工作人员所用水龙头均为脚踏式，并配备洗手消毒
液。

办公、生活区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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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是畜牧业的生命，是奶牛业的生命，防疫工作是奶牛场
一项长抓不懈、持之以恒的工作。

一、强化防疫意识，重视防疫工作。

防疫知识，提高防疫水平，把好重视关。

2、加强领导，统一部署，认真贯彻和执行防疫规范，不走过
场，落到实处。



二、完善防疫设施，加强防疫力量。

1、大门口设立醒目的防疫标志和防疫规定牌，并设洗手消毒
设施。

下雨下雪，车辆进出频繁等）根据消毒液的混浊程度，及时
更换。

3、消毒室紫外线灯保证有效，脚踏消毒液以淹没鞋底为准，
进出人员停留半分钟。

三、健全防疫措施，严格防疫制度。

一）免疫严格免疫程序，确保免疫质量，把好免疫关。

1、全年定期强制免疫。

减料，习针漏针），一牛一针，专人注射，专人记录，专人
监督。

3、做好免疫记录，记录包括疫（菌）苗的批号，有效期、免
疫时间等。

4、做好疫苗的运输、贮存、保管等工作，注意疫苗的保存条
件和有效期。

5、用后疫（菌）苗瓶子必须焚烧后深埋处理。

二）检疫严格检疫程序，提高检疫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把好
检疫关。

1、做好春秋两季奶牛布病、结核等检疫工作。

2、做好外购奶牛的隔离饲养工作。



三）消毒严格消毒制度，保证消毒效果，把好消毒关。

大规模、全方位的消毒工作。

2、严格执行消毒制度，掌握消毒药品特性，针对不同消毒对
象，真正搞好消毒工作。

3、环境消毒密度要达到“中雨”水平，常规消毒如下，1）
保持圈舍清洁卫生，每周两次消毒。2）

运动场，运动场周围，车辆通道和场区人行道，每周消毒一
次，3）保持采食槽、补饲槽、饮水池清洁卫生，定时清洗，
每月消毒一次。4）生产性车辆、工具每月消毒一次。

4、做好消毒记录，有关人员签字。

四）管理加强防疫管理的广度、深度、细度、力度，把好管
理关。

1、疫情流行期实行封闭式管理。

产区。各场出售的牛粪、小公牛、淘汰牛等，必须中转到场
区外。

作服）和洗手消毒，进入生产区的工作车辆（如奶车）必须
经消毒池消毒和全车喷雾。

4、禁止其它动物或肉类，进入或带入生产区，生产区内不准
解剖病畜。

行医或服务）

6、不得从疫区购买饲草、饲料。

7、定期灭鼠灭蝇。



级上报相关部门。

9、加强饲养管理，提高牛群素质，增强抗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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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成效

年来，全乡积极调整优化畜禽结构，大力发展规模养殖，狠
抓质量安全管理，强力推进畜牧产业化经营，畜牧业整体水
平和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畜牧业呈现持续、健康、快速
发展的良好态势。

1、据统计预计(下同)年底肉猪出栏103632头，同比增加;肉
牛出栏9301头，同比增长;肉羊出栏32274只，同比增长;肉禽
出栏455013只;同比增长。

2、完成肉类产量吨，同比增长;禽蛋产量490吨，同比增长。

3、完成生猪改良16708窝，其中：人工授精改良16086窝;完
成牛改良1390头，其中：冻精改良1145窝;完成绵羊改良410
只，山羊改良2386只。均超额完_县级下达的牲畜改良任务。

4、推广青贮饲料6902吨，推广氨化饲料2160吨，推广工业饲
料1960吨。

5、动物检疫开展面达100%，完成兽药抽检2批次、饲料抽检2
批次。

二、主要措施及成效

(一)突出调控，综合生产能力增强

年来，我们继续把发展畜牧业生产、扩大养殖规模、壮大产



业基础作为畜牧兽医工作中心，把发展规模化养殖和标准化
生产作为推动现代畜牧业发展的突破口，重点结合落实国家
促进畜牧业发展政策，把发展规模化养殖和标准化生产作为
推动现代畜牧业发展的突破口，充分发挥各地资源优势，合
理分解畜禽标准化小区(场)建设任务，引导养殖户建设规模
饲养场和饲养小区。同时狠抓畜牧兽医工作督促指导，确保
工作落实到位。坚持“品种优良化、管理科学化、免疫程序
化、设施规范化、产品安全化、养殖专业化”的“六化”标
准，大力实施和推行规模化养殖、集约化经营、标准化生产，
全乡畜牧业生产实现新突破。生猪生产稳步增长，肉牛羊等
草食家畜发展步伐明显加快。肉蛋鸡养殖等特色产业平稳健
康发展，畜禽规模养殖比重不断提高，畜禽生产能力明显增
强。

(二)狠抓防疫，畜牧产业健康发展

乡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动物防疫方针政策，把免疫工作放在动
物疫病防控工作的首位，乡党委政府召开党政领导联席会议
专题研究部署全乡动物防疫工作，认真宣传贯彻全乡动物防
疫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安排部署全乡动物防疫工作，层层签
订责任状，按照“政府保密度，业务部门保质量”、“五统
一”(即统一供应疫苗、统一免疫程序、统一操作规程、统一
免疫效果评价、统一免疫档案、免疫户口册规范化填写和免
疫标识佩戴)和“五不漏”(即乡不漏村、村不漏组、组不漏
户、户不漏畜、畜不漏针)的具体要求，抓住重点时期、重点
地区、重点环节，扎实抓好牲畜口蹄疫、猪瘟、高致病性猪
蓝耳病、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的强制免疫工作，
做到应免尽免、适时补针、不留空白，确保应免畜禽的免疫
密度达到100%，免疫抗体合格率常年保持在70%以上，猪、大
牲畜、羊、禽疫病死亡率分别控制在3%、、2%、6%以内。并
认真做好免疫户口册、免疫档案、免疫耳标的填写录入工作。
年来，我们牢固树立发展与保护并重的思想，坚持“少死就
是效益”的理念，把动物防疫工作纳入重要工作日程。根据
省、市、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会议及相关文件精神，今



年春季重大动物疫病免疫工作中，在全乡11个村委会全面推行
“统一组织、分片包干、集中免疫、整村推进”的动物疫病
防控模式。在此基础上着力推行“321”防疫新技术：即“三
苗同步、二点注射、一次完成”的防疫新技术(猪瘟+蓝耳病、
口蹄疫三苗二针二点注射)，扎实高效地开展重大动物疫病防
控工作。切实抓好畜禽疫病监测工作，科学指导动物疫病防
控工作。全乡畜禽免疫密度和免疫质量均达上级要求。

(三)强化监管，产品质量安全稳定

坚持多措并举，从建立完善管理体系入手，狠抓源头整治，
强化执法监管，落实责任追究，不断提升兽药饲料监管水平，
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一是加强规范化管理。对新建畜禽养
殖场，下派技术人员全程监管指导，对已建、改扩建的标准
化规模养殖场实行备案登记，严格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规范化
管理，实行“一对一”科技联系人制度。二是强化兽药饲料
监察。严格实行兽药、饲料备案登记制度，全面开展兽药饲
料抽检工作，组织开展兽药、饲料专项整顿活动，规范兽药、
饲料生产和使用行为，确保了畜牧业投入品质量安全。三是
全面开展产地检疫、屠宰检疫和市场监督工作，强化了出入
境监督检查和车辆消毒，切实提升产地检疫、屠宰检疫率和
市场监督的到位率，达到“以检促防”的工作目标，确保畜
牧业安全。四是强化对畜产品产地的环境、投入品、生产过
程、市场销售等环节的全过程监督，实行畜产品质量安全责
任追究制度，不断健全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确保畜
产品质量安全。通过配合上级部门开展对乡内兽药经营户进
行清理整顿，积极开展兽药gsp认证，全乡兽药饲料产品质量
承诺和诚信体系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全乡已有2家兽药经营
户通过兽药gsp认证。结合我乡实际，上半年共抽取饲料监督
检验2个样，抽取兽药监督检验2个样。年上市动物产品持证
率达到100%。全乡持续保持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为“零”。

(四)科技先行，发展基础不断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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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实绩。

预计20--年末，全县生猪出栏145万头以上;家禽出栏2310万
只以上(其中专门化蛋鸡存栏450万只，皖西白鹅出栏460万
只);山羊出栏31万只以上;大牲畜出栏万头以上;肉、蛋、奶
总产达万吨;畜牧业总产值亿元。

二、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20--年全县共发放猪高致病性蓝耳病疫
苗万头剂，猪瘟疫苗万头剂，牲畜口蹄疫疫苗326万头剂，高
致病性禽流感疫苗万毫升，小反刍兽疫疫苗20万头剂。全年
共发放免疫证明40万张，畜禽标识100万套。

三、总体目标。

为了实现牧业富市总体目标，我们紧紧围绕生猪、奶(肉)牛、
肉马、肉鸡、白鹅、狐貉和肉羊七项产业，突出抓了牧业小
区建设、良种繁育体系建设、畜禽产品加工业建设、重大动
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牧业合
作经济组织建设和政策扶持体系建设，加快了传统畜牧业向
现代畜牧业转变的步伐，取得了显著成效。

1、畜牧业生产明显提升。预计20--年末，全市生猪、奶(肉)
牛、肉羊、家禽、马、狐貉分别发展到90万头、万头、110万
只、950万只、万匹、85万只;肉、蛋、奶产量分别达到万吨、
万吨、万吨。实现畜牧业产值亿元，农民人均牧业收入达
到3800元，占农业总产值和农民人均收入的比例均在50%以上，
连续三年被国家财政部列为全国生猪调出大县(重点县),畜牧
业已支撑起全市农村经济的半壁江山。

2、规模养殖大幅度增加。随着我市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各



项惠牧政策的落实，畜牧业生产方式得到明显改进，规模养
殖呈上升趋势。目前，全市牧业养殖小区(场)已达到194个，
专业村屯92个，规模养殖户万户，规模化养殖比重占23%以上。
今年，已建(新、改、扩)标准化养殖小区8个，专业村屯2个,
新建牧业合作组织30个。1-9月份安大牧业屠宰肉^v^00万只
左右，放雏300万只，带动农户550户;龍兴肉制品有限公司生
猪屠宰生产线已建设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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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定牛场年、季、月生产计划和各类牛群的生产任务，包
括产奶、产犊，选种、选配，草料消耗，牛群增重及药品计
划。

2、协助场长改进工作，提出各阶段保证生产任务完成的技术
措施和技术要求，实施技术指导并检查各项技术措施的执行
情况，发现并及时解决技术措施实施中出现的问题。

3、负责牛群疫病防治、饲养管理及育种工作，不断提高牛群
品质，增进牛群健康。总结牛群配种、发病、检疫及不同个
体牛只生产性能的提高和减产的原因，并提出技术改进意见。

4、负责制定饲料调配，定量和贮存技术、总结饲养技术经验，
推广应用先进的饲养技术，实行科学养牛，准确填写牛群档
案及各项生产计划资料记录。

5、准确称量和记载牛的产奶量、乳脂率，日增重等。

6、对养牛生产中出现的事故，及时向场领导提出报告，并承
担应负的责任。

7、培养提高牛场职工技术水平，及时向场长汇报工作，当好
参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