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乡镇动物防疫工作总结(实用8篇)
写总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每一个要点写清楚，写明白，
实事求是。总结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带来的总结书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乡镇动物防疫工作总结篇一

一、提高认识，增强对做好动物防疫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秋季是各类重大动物疫病的高发季节，扎实开展动物防疫工
作是防止重大动物疫情发生的有力举措，是确保全镇畜牧产
业健康发展，畜产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途径，事关
我镇在新农村建设、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安全稳定。我们在
县防疫工作会议后，及时安排部署，召开了由各村村主任和
村防疫员参加的`专题秋季动物防疫工作会议。会上要求各村
要高度重视，坚决克服麻痹侥幸心理，牢固树立“疫情风险
大于市场风险”的意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精心组织，
集中人力、物力，保确今年的动物防疫工作顺利实施。镇政
府和各村签订了《防疫工作责任书》。镇兽医站在县站业务
人员的指导下对各村防疫员进行了业务培训，当天发放了防
疫器具及药物并和各村防疫员签订了《责任书》。

二、明确任务，确保动物防疫工作不留死角。

按照全县动物防疫工作总体要求，今秋，我镇的动物集中免
疫总体目标是：对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高致病性猪蓝
耳病、实行强制免疫，群体免疫密度常年维持在90%以上，其
中应免畜禽密度要达到100%，免疫抗体合格率常年保证在70%
以上；对鸡新城疫、狂犬病实施全面免疫；对其它疫病也因
病设防。在实施强制免疫的同时，同步加挂畜禽标识，填写
免疫档案，确保挂标率、建档率达100%。对“四不妨”和新
补栏畜禽要及时补免；种猪配种前进行了高致病性猪蓝耳病
强化免疫。同时，各村组织起了5—7人的秋季动物防疫工作



小分队，逐组、户对畜禽进行免疫注射，大大提高动物设病
防控的反应和处置能力。通过扎实细致的基础免疫工作，为
畜牧生产提供可靠的技术保障。

三、落实措施，加强对防疫工作的领导。

动物防疫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涉及面广，它关系到全镇畜
牧产业的发展。为了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镇上以陇河政字
（2019）54号文件对今年的动物防疫工作进行了具体的安排，
同时成立了由镇长任组长，主管副镇长任副组长，畜牧干事，
镇畜牧兽医站长，农业，司法，民政为成员的七人“河北镇
畜牧防疫工作领导小组”。各村也结合各自实际，全力配合
防疫员工作。在具体工作中，镇兽医站工作人员划片入组、
户，村，组干部亲临现场，做到了严格执行预防接种制度，
消毒、登记、挂牌制度。做到了接种疫苗剂量准，注射部位
准。严格区分幼、孕、弱、病畜，对“四不防”家畜和新补
栏畜禽要与畜主约定补针时间，坚决实施常年补针制度，基
本上能保证应免畜禽免疫率常年保持在100%，全面提升了畜
禽群体免疫率和保护率。今年我们突出抓了动物防疫卡填写
工作，做到了一头畜一个二维码，对补针的耳标填写清楚，
禁止未防畜与已防畜耳标混乱现象。

此项工作结束后，镇政府主管领导组织“防疫工作领导小
组”人员和镇兽医站对防疫工作进行了全面的监督检查，和
镇第一季度工作考核结合，重点查看了挂标率、建档率、防
疫密度等综合防治措施的开展情况，并对工作开展不力的1个
村进行了通报，要求限期补防，对检查情况,镇上在县上考核
结束后将进行通报，考核结果也将纳入全年岗位责任制考核
内容。

乡镇动物防疫工作总结篇二

(一)及时出台文件，确保秋防工作有序开展



根据农业部总体要求和我州实际工作需要，黔南州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下发了《关于开展20_年秋季动物防疫工作的通
知》黔南疫控发[20_]25号文件，明确了20_年秋季动物防疫
的起止时间等工作事项，确保秋防工作按时完成。

(二)领导重视、及时组织落实

自我国发生首例非洲猪瘟疫情以来，9月9日，州政府召开防
控非洲猪瘟视频会，会上分管副州文永生和州农委班主任就
非洲猪瘟的防控及秋防工作做出了部署，提出了具体要求，
黔南州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及时下发了《黔南州重大动
物疫情应急指挥部关于做好非洲猪瘟防治工作的紧急通知》
黔南动指发[20_]1号文件，对非洲猪瘟排查、监测等工作进
行了安排、部署、落实。9月27-29日，为贯彻落实部、省、
州有关会议精神，做好非洲猪瘟疫病防控工作，提升全州兽
医实验室检测能力，州农委组织召开了黔南州非洲猪瘟等重
大动物疫病实验室检测技术培训会，全州12县市疫控中心主
任、兽医实验室主任(负责人)、技术干部共40余人参训。会
议强调各县(市)认真抓好秋防工作和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
病的防控、监测和排查工作。

(三)重业务，强素质

今年秋防以来，全州共举行各类动物防疫培训班168次，培训
兽医队伍人数5183人次，通过培训，提升了我州动物防疫技
术干部的业务知识，增强为养殖业保驾护航的本领。

二、工作开展情况

(一)经费落实情况

20_年秋季全州各个县市共落实动物防疫经费214万元，确保
秋季动物防疫各项工作得到落实和开展。



(二)防疫物资采购

为确保20_年秋季动物防疫各项工作得到切实落实，州中心
于9月采购了猪瘟疫苗2万头份，同时补充采购了消毒药、诊
断试剂和非洲猪瘟采样送检耗材等，确保应急物资充足。

(三)全州疫苗的到位情况

根据20_年8月3日省疫控中心《关于下达20_年秋季重大动物
疫病疫苗的通知》(黔疫控发[20_]27号)文件和《关于下
达20_年秋季常规动物疫病疫苗的通知》(黔疫控发[20_]34
号)精神，所有疫苗于20_年9月1日前全部入库州动物疫控中
心库房，各县(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及时组织疫苗的运
输、存储和发放工作，确保动物防疫所用生物制品的质量管
控。全州秋季动物防疫疫苗如下：猪口蹄疫o型灭活疫苗64万
毫升;猪口蹄疫o型合成肽疫苗202万毫升;口蹄疫o型灭活疫
苗133万毫升;口蹄疫o型--a型二价灭活疫苗35万毫升;禽流
感h5+h7二价灭活疫苗905万毫升;小反刍兽活疫苗万头份;猪
瘟活疫苗2万头份;山羊痘活疫苗40万头份;多杀性巴氏杆菌灭
活疫苗30万毫升;山传染性胸膜炎疫苗9万头份;兽用肾上腺
素13件。

(四)免疫工作完成情况

1.强制免疫工作完成情况：全州共免疫口蹄疫万头，其中猪o
型口蹄疫免疫接种万头，免疫密度达到100%;牛口蹄疫免疫o
型口疫免疫接种万头，免疫密度达到100%;羊口蹄疫免疫万只，
免疫密度达到100%;全州共免疫禽流感h5+h7亚型二价苗万羽，
其中鸡万羽、鸭万羽、鹅万羽、其它禽类万羽、应免密度
达100%，免疫小反刍兽万头，免疫密度达到100%。

2.常规免疫工作完成情况：猪瘟免疫接种万头;高致病性猪蓝
耳免疫接种万头;鸡新城疫免疫万羽。



3.狂犬苗免疫情况

目前贵定县、福泉市、荔波县已购买一部分狂犬疫苗开展狂
犬苗免疫注射，罗甸县、惠水县正在采购疫苗，其它各县市
狂犬苗免疫工作还处于方案制订及政府批复阶段。

(五)非洲猪防控情况

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明确每日值班人员，实行日报告制
度。开展多次非洲猪瘟知识宣传活动，向群众发放《生猪交
易市场非洲猪瘟预警告知书》、张贴《非洲猪瘟防控知识挂
图》宣传资料，同时耐心为群众解惑答疑，通过简单生动的
图片和文字，让老百姓能够高度重视非洲猪瘟，科学认识非
洲猪瘟，积极预防非洲猪瘟。截止目前，非洲猪瘟排查情况：
共设检查站(卡)100个，组织排查人数47487人次，排查生
猪6075639头次,目前未见有疑似异常的情况;发放告知书、宣
传资料20000余份。禽流感排查情况：共组织排查人数5542人
次，共排查家禽数万羽次。

(六)监测工作

1.常规及紧急监测情况

秋防工作以来，兽医实验室开展了常规及疑似动物疫病送检
检测工作，期间共采用荧光rt-pcr、elisa等方法检测猪组织样
品23份，禽双棉拭子303份，禽血清43份，监测结果为：猪瘟
病毒阳性22份，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病毒阳性1份，禽流感全部
为阴性。h5亚型抗体合格率为，h7亚型抗体合格率为。

2.飞行检查工作

为了对秋防免疫效果进行评估，州中心下发了《关于开展20_
年下半年黔南州动物疫病“飞行检查”采样工作的通知》，
对猪、牛/羊、家禽中小型规模养殖场、市场进行了采样，共



采集样品720份，实验室检测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三、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1.部分县(市)重视不够，对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意识不到位，
遇到新问题还是仍然沿用老办法处理，不善于学习，不能做
到与时俱进。

2.部分县(市)对重大动物疫情处置程序不清楚，业务工作不
熟练，没有按照疫情处置规程进行操作，与相关部门信息沟
通不及时，部门协调不和谐。

3.部分基层兽医干部人员队伍知识陈旧，思想僵化，兽医队
伍的整体素质急需提高。

4.部分县(市)领导重视不够，经费筹集不足，不能充分保证
各项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开展;特别是狂犬病的强制免疫工作
推动缓慢。

5.兽医队伍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重，基层防疫员报酬低，
导致了基层动物防疫队伍越来越不稳定，人员流动频繁，人
才流失严重。

乡镇动物防疫工作总结篇三

一、主要工作指标完成情况：

全镇共16个村_4个村民组，6898户养殖户，截止10月10日，
全镇存栏生猪10535头，已接种应免数口蹄疫疫苗10249头份、
免疫密度达应免数的100%，猪瘟苗10127头份、蓝耳病疫
苗10126头份、免疫密度分别达100%，挂标率99%;牛存栏2310
头、接种口蹄疫疫苗2262头份、免疫密度达，挂标率98%;羊
存栏690只、已接种口蹄疫疫苗690只、免疫密度达应免数
的100%;禽类存栏87768只(羽)、已接种禽流感疫苗85077



只(羽)、接种鸡新城疫疫苗83067只(羽)，免疫密度分别达。
其中免疫反应猪116头、禽131羽，免疫副反应死亡猪3头、
鸡129只。

二、工作进度安排：

按照县20_年动物防疫工作方案进度要求，秋防工作分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从9月1日到9月30日利用30天时间集中力量全面
突击，力争基本完成集中免疫任务;第二个阶段，10月1日
至10日，利用10天时间，查漏补缺，补免补防，力争全面完
成免疫任务，并自行检查验收;第三个阶段，11月5日以前迎
接全县组织的免疫工作组检查验收，抽样检测免疫抗体，进
行免疫效果综合评价。

三、具体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镇政府成立了动物防疫工作督查领导小
组，制定工作实施方案等，责任落实到位。镇党委政府对动
物疫病防治工作高度重视，于9月5日，镇政府主要领导主持
召开了全体镇村防疫员及规模养殖场(户)参与的会议，在会
上认真研究全镇动物防疫工作形势，结合我镇当前动物防疫
工作的特点，镇领导肯定了春季动物防疫工作中取得的成绩，
并就进一步做好秋季动物防疫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按
照“政府保密度、业务部门保质量”的动物防疫目标管理责
任制的要求，从制度上保证了动物防疫工作的落实。

(二)加强培训、促进科学防疫：为切实提高免疫质量和免疫
密度，确保疫苗的有效利用，我中心加强了对村级防疫员的
业务技术培训，就动物免疫注射操作、生物制品保管使用、
免疫标识佩戴、档案规范以及口蹄疫、禽流感等防治技术规
范进行了重点培训。进一步提高了防疫人员的责任意识和技
术水平，为确保免疫质量打下基础。

(三)强化免疫、夯实防疫基础：一是以本中心技术人员为主，



实行分片包村，集中进行免疫接种和重大动物疫病流行病学
调查、普查工作;二是采取统一免疫时间，集中防疫员逐村免
疫接种的形式对散养殖户饲养的畜禽进行免疫接种;三是在集
中免疫接种结束后，由各村防疫员回头对本村的漏防户、漏
防畜进行补针，做到了村不漏户、户不漏畜、畜不漏针。通
过三个阶段的免疫接种，彻底消灭了免疫死角，确保了免疫
密度。

乡镇动物防疫工作总结篇四

各村、各养殖场要切实加强应急工作管理，进一步完善应急
预案，强化应急值守，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做到责任明确、
人员到位。

三、时间安排

:春季免疫从3月初开始，至5月上旬结束,6月中旬开展春季集
中监测工作。秋季免疫从 9月初开始，至10月下旬结束，11
月中旬开展秋季集中监测工作.重点做好高致病性禽流感、牲
畜口蹄疫、鸡新城疫、猪瘟、布鲁氏菌病、小反刍兽疫等重
大动物疫病的集中免疫和免疫监测工作。

:从6月底开始，至8月底结束，集中对畜禽规模饲养场、定点
屠宰场和散养畜禽圈舍等重点场所开展全面消毒灭源工作，
消除疫情隐患。

秀水镇人民政府

乡镇动物防疫工作总结篇五

1、加强对村防疫员进行技术培训，提高村防疫员的理论及实
践能力。

2、建议上级加大口蹄疫疫苗免疫致死亡的牲畜补偿力度，改



变口蹄疫疫苗免疫致死亡的牲畜补偿滞后的现象，及时足额
地发放口蹄疫疫苗免疫致死亡的牲畜补偿金，争取广大人民
群众对动物防疫工作的支持。

3、镇水产畜牧兽医站要争取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支持，及时
补充冷藏包和耳标钳等防疫物资，保障防疫工作的顺利进行。

4、认真填写畜禽档案卡，随时掌握全镇畜禽的存出栏情况，
为今后的防疫工作打下基础。

5、在基层检疫员没有监督执法权的情况下，县兽医卫生监督
机构应敢于执法严于执法，坚决消除未免疫未挂免疫标识畜
禽上市的现象,以达到“以法促防”的目的。

总之，在这次防疫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离上级的
要求还有差距，希望上级领导能帮助指出，使以后的工作再
上一个台阶。

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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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动物防疫工作总结篇六

工作总结

一、提高意识，精心组织。近年来，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
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频繁发生，我
镇周边也时有发生，我镇动物防疫形势十分严峻。为此，我
镇严格按照“政府保密度，部门保质量”的防疫机制，明确
职责和任务，落实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明确各乡镇主要领
导是动物防疫工作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市
兽医站于3月15日和9月16日，分别组织召开了全市动物春防
和秋防工作会，对全市动物防疫工作进行了统一安排布置。



市政府副市长在会上对全市动物防疫工作提出了“确保全市
无重大动物疫情发生，确保全市人民吃上放心肉，确保畜牧
业健康发展”的总体要求。市府办和市兽医站专门发文，将
全年的防疫任务分解落实到各乡镇，还就口蹄疫、高致病性
禽流感防治、猪高致病蓝耳病防 1 治工作多次下发紧急通知，
安排部署动物重大疫病防控工作。州农牧局、市农牧局、市
兽医站多次抽调人员，组成督查组分赴我镇督促、指导防疫
工作，对防疫工作行动迟缓、免疫薄弱环节进行重点督查，
责令改正。我站实行集中指导、分片包干的责任机制，将责
任落实到人头。保证技术培训、消毒、疫情监测和督促检查
等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二、明确目标，强化措施，狠抓落实。今年动物防疫工作的
目标是：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
病免疫率达98%以上，规模化鸡场鸡新城疫、高致病性禽流感
免疫率达100%，规模猪场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免疫密度达100%。
农村达到80%以上，畜禽圈舍消毒面积达到100%。经过市站各
级领导和我站同志的辛勤劳动，圆满完成了2011年动物防疫
工作任务，继续确保了全镇重大动物疫病清净无疫。

（一）强化消毒工作。在春秋预防注射过程中进行了全面大
消毒，对养殖场粪便污物堆积场所、畜禽及产品交易场所、
屠宰场和其它易滋生病原的场所进行彻底消毒，确保消毒面
达100%。消毒圈舍、动物场所共计9万平方米。我站今年购买
了150公斤专用消毒药，免费发放到各乡镇及养殖大户。

2 等规范免疫程序。农村散养畜禽集中进行一次口蹄疫、高
致病性禽流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的普免，新增补栏的畜禽
及时进行补免。强化了基层动物防疫人员的技术培训，我站
派出技术人员先后对部分乡镇站畜牧兽医技术人员和村级防
疫员进行了业务培训，全年共培训乡镇站人员、村级防疫员、
养殖大户125人次，发放动物防疫资料130余份。提高了免疫
技术水平，增强了工作责任心，确保了免疫效果。



（三）严格动物防疫规范化管理。加强免疫标识管理及疫病
追溯体系建设工作,一是全面佩带二维码耳标，确保耳标佩带
率达100%；二是加强基础数据上传工作，确保等9个试点
乡100%上传数据；三是加强溯源设备的使用、保管和维护，
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做到了未佩带二维码耳标的牲畜不得
进入市场流通。同时着力强化规模场管理，各村动物防疫监
督员对每个动物养殖场派专人进行防疫监督和技术指导，规
范养殖场动物防疫工作。全镇各规模场都办理了动物防疫合
格证，共办证135个。加强了规模养殖场的疫情监测，分别落
实责任人，全镇所有规模养殖场制定了《疫情监测公示牌》，
并上墙公示。各规模养殖场都建立了五种记录，两种制度。
全镇均建立起了规范的免疫档案，做到一村（场）一册，一
户一页，一畜一格。

（四）保障防疫物质供应与储备。我站制定了防疫物质计划，
储备足够疫苗、诊断试剂、畜禽标识、消毒药品、防护用品
等必要的防疫物质。保障防疫物质和应急物质的及时供应。
我站于9月15日召开了全镇防疫物质管理及使用工作会，我站
及各村均建立完善了疫苗 3 领发使用的实物台账，做到疫苗
的专库、专账和专人管理。同是要求基层防疫人员科学利用
疫苗，提高利用率，减少疫苗浪费，发挥好疫苗效能。

（五）加大检疫监督力度，确保动物及动物产品质量安全。
坚持预防为主，强制免疫，以检促防的方针，狠抓动物检疫
工作。我站制定了“关于加强动物屠宰场（点）检疫工作的
通告”，没有佩带免疫标识的家畜一律不准进入流通领域。
目前，全镇所有进入屠宰、运输、销售环节的动物及产品耳
标佩戴率、检疫票证持证率均达到了95%以上。产地检疫开展
面达到100%，我站派出5名工作人员，认真开展产地检疫和运
输环节的查证验物工作。严把市场准入关，确保了上市肉品
的安全。实行24小时值班，对过往运输动物及动物产品的车
辆进行严格的查证验物和消毒工作，真正发挥了阻截动物疫
情的作用。截止11月底，全镇检疫猪、牛、羊861头（只），
检疫禽类0只。检疫动物产品186公斤。检疫出患病动物及产



品6头（只），均做了无害化处理。

（六）强化检疫证、章、标志的使用和监管。长期以来，我
镇个别村不注重检疫证章，特别是两证的使用、保管不规范。
为此，我站从10月下旬开始，集中开展了全面清理检疫票证
管理和使用工作。定期交回所有领取的检疫票据，重新申领。
到期仍不能交清票据的按所差票据数量及金额进行经济处罚。

（七）集中精力，做好动物疫病监测工作。做好以高致病禽
流感、4 口蹄疫、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鸡新城疫等为
主的动物疫病的流行病学调查，严密关注疫情动态。特别是
加强了养殖大户、规模养殖场及重点部位的动物疫情监测工
作。同时做好免疫抗体监测，检测免疫效果。防疫结束后，
我站抽调5名技术人员对全镇9个乡村的免疫效果进行了交叉
检查，测定免疫效价，评定免疫是否合格，并将抽查结果进
行了通报，不合格的乡村及时进行了补免。按照省、市的要
求，全镇共抽取猪、牛、羊、禽血清385份，送到省、市进行
检测，检测结果均达到了要求。

（八）狠抓兽药经营市场的清理整顿。按照《兽药管理条例》
及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要求，我站年初专门成立了兽药饲料
整顿工作小组，对全镇的兽药市场进行认真清理整顿，严厉
打击经营假劣兽药的行为，全年共收缴土霉素、氯霉素等违
禁及过期药品，净化了兽药市场，确保了投入品的安全。

三、存在问题

1、村级防疫员待遇偏低，致使其工作积极性不高。

2、由于我站财力困难，动物防疫资金投入少，不能满足防疫
工作的需要。

3、由于防疫时间刚好是村民务农时间，家中大部分时间没有
人，多次找寻无果，致使个别地方还存在免疫死角。



四、2015年工作计划

5 物疫病防控，免疫密度和免疫质量均达到国家规定。狠抓
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监督，严把市场准入关，严厉打击逃避
检疫及经营病害动物及动物产品的行为。加大兽药经营及兽
药诊疗活动的管理，打击经营假冒伪劣兽药及使用违禁药品
的行为，严把投入关。规范兽医诊疗秩序，严格执行持证上
岗。通过一系列的努力，以促进我镇动物防疫工作更上一个
台阶，以确保我镇动物重大疫病清净无疫，确保全镇人民吃
上放心肉。

尕海镇兽医站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尕海镇兽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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尕海镇兽医站 二〇一四年

乡镇动物防疫工作总结篇七

xxxx年度以来，为了进一步落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
服务好“三农”。坚持“加强领导、密切配合，依靠科学、
依法防治，群防群控、果断处置”的方针，全面开展以动物
免疫、消毒和疫病监测为主的动物疫病预防控制工作。为适
应新形式下的动物防疫工作，开创所挂联村动物防疫工作新
局面，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工作要求，在政府和站领导的领
导下，立足主动，强化措施，狠抓落实，有力地保障了挂联
村畜牧业生产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全面完成
了年初站上下下达的目标任务，现将20xx年工作总结如下。

（1）疫苗注射。采取了“先免后补，免补结合”的形式，防
疫员摸底调查后，我与村防疫人员逐村挨家挨户进行禽流感、
牲畜口蹄疫和猪瘟等病的免疫。首先对新补栏和过免疫保护



期的家禽进行全面的免疫，对未在家的农户，及时组织力量
多次上门注射，直至全部防疫。秋季两个村养殖户数共87户，
禽存栏2621羽免疫2621羽、猪存栏449头免疫449头，其中猪
瘟防疫449头次（含仔猪双免），猪口蹄疫免疫449头，猪蓝
耳病免疫449头、牛存栏31头免疫31头、羊存栏371头免疫371
头、鸡瘟防疫2621羽。免疫密度以及二维码耳标佩戴率均
为100%。实现了重大动物疫病免疫全覆盖和全年无重大动物
疫情发生的目标。并配备防疫物资：消毒药8瓶、过敏反应药
物8盒、医用酒精5瓶，生理盐水50瓶，针头75支，登记本2本，
免疫证500份。

（2）消毒畜禽圈舍及环境消毒：对农村畜禽圈舍开展统一消
毒2次，使用消毒药物8瓶；督促规模场进行定期消毒；消毒
面达到100%。消毒畜禽圈舍198间，共5490平方米，环境消毒
面积3993平方米。

（3）防疫工作建档建卡。认真落实了动物防疫双轨目标责任
制和以免疫为基础的综合性防控措施，组织防疫员上门服务，
免费实行四季防疫、月月补针，坚持“五统一”（统一疫苗、
统一免疫程序、统一操作规程、统一佩戴免疫标识、统一评
价免疫质量），做到“五不漏”（县不漏镇、镇不漏村、村
不漏户、户不漏畜、畜不漏针），拒绝免疫的农户坚持户主
和防疫员签字认可，同时村委会加盖公章。确保“五到位”
（物资到位、宣传到位、质量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严格按照规定保存使用疫苗，建立了免疫档案。做好养殖场
和零散养殖户的免疫档案，做到“一村一本，一户一卡”，
细化了防疫登记项目。详细登记防疫情况。

1、养殖户分散，涉及面广，专业防疫员缺少；

2、是村级防疫人员劳务报酬太低，防疫面积辽阔，出现无人

做事的现象；



5、狂犬疫苗注射工作滞后；

6、防疫工作缺乏村、组干部的配合，增加了工作难度。

1、加强与防疫员的沟通、协调，进一步提高防疫员工作积极
性；

2、进一步加大对养殖户防疫知识的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养
殖户对疫病防控重要性的认识，积极配合防疫工作，确保我
镇动物防疫工作更好的开展。

乡镇动物防疫工作总结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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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年春季防疫工作在县委、政府、畜牧主管局、乡党委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和业务部门关心支持下，为认真抓好xx年度重
大动物疫病的防控工作，确保我乡清净无疫，促进我乡畜牧
业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根据《动物防疫法》xx省动物防疫
《实施细则》和xx县委政府的强制免疫要求，结合本乡实际
情况，2月14日梅家乡政府与动防站组织召开了各村支两委、
社区、村级防疫员的专项工作部署会议。在会议上，乡主要
领导特别强调，严格要求、统一安排、周密部署，以村为单
位的春防工作拉开帷幕。

一、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层层分解。层层落
实责任，以政府保密度，部门保质量，并制定了目标责任书
以考核的方法进行奖惩，还成立了以书记为主组长，乡长为



副组长，动防站，财政所等为成员的督查组，对各村、社的
免疫工作进行不定期督查。

二、进一步认清形势，高度重视决不能麻痹大意，掉以轻心。
要把动物防疫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今年按上级对动
物强制免疫工作要求，免疫密度达到7个100%（高制病性禽流
感、口蹄疫、蓝耳病、猪瘟、鸡新城疫、狂犬病免疫、耳标
佩带、建档率）等、强制免疫畜禽群体免疫抗体合格率达85%
以上。

三、保密度、保质量。我乡坚持政府保密度，部门保质量的
原则。保密度，乡、村、组干部在防疫期间，做到时间、人
员集中，严格按照“五统一”五不漏的原则，做到不走过场，
不漏死角，保证质量。一是我站包片人员按照动物免疫操作
规程进行免疫；二是按村、社、户免疫种类认真建立免疫档
案；三是举办各村、社动物防疫员的培训，提高了他们的免
疫技术、业务水平；四是对漏免的老、弱、病、残、孕畜等
缓免畜禽，落实专人跟踪免疫，同时做好疫病监测防控工作。

四、时间要求：从xx年2月15日至4月10日为春季动物疫病强
制集中免疫时间，4月15日至20日为免疫自查测抗时间。

五、截止4月10日，全乡存栏生猪5277头。已免疫口蹄疫
苗5247头份、猪瘟苗5247头份、蓝耳病疫苗4940头份、牛存
栏3821头份、免疫口蹄疫3786头份、羊存栏16083只，已免
疫16024只，鸡存栏38483只（羽），免疫38277只（羽），鸭
存栏29818只（羽），免疫29643只（羽），鹅存栏376只
（羽），免疫376只（羽），鸡新城疫免疫38277只（羽），
狂犬苗已免疫118只。

六、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科技服务实行包片制。动防站技
术人员分片区，负责全乡镇9个行政村、1个社区，负责技术
服务工作，带任务，带技术到场、到村、社、到养殖户中去，
围绕动物防疫、科技服务、技术指导、生产信息等重点工作。



七、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工作效率。按照抓大事、保重点、
攻难点的方法，把工作重点任务分解落实到人头，狠抓动物
春秋两季免疫工作，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工作效能，为扎实
本乡防疫工作而拼搏奋斗。

动物防疫工作总结（2） | 返回目录

接县秋季动物防疫通知后，我镇立即于9月8日召开我镇秋季
动物防疫动员会，将秋防工作布置到工作队和村干、村兽医
员。按照“政府包密度，畜牧部门包质量”双轨并行的动物
防疫模式开展秋防工作。

我镇在秋防工作中做到早调查早准备，提前做好畜禽存栏摸
底，并在8月28日做好免疫疫苗的存库准备工作。根据本镇动
物存栏（笼）情况，准备了猪口蹄疫疫苗、猪高致病性蓝耳
病疫苗37500毫升、3毫升，猪瘟疫苗10000头剂，牛、羊口蹄
疫苗17500毫升，鸡新城疫疫苗、禽流感疫苗各xx0羽
剂、15500毫升，另领回75%的酒精15公斤、5%碘酒10公斤及
相关防疫药械、标识等，基本上满足了秋防物资需要。药物
到位后，虽然还没有接到县委县政府的秋防通知，但我镇为
了及时抓住群众农闲这个有利时机，马上通知各村防疫员根
据本村实际情况开始领药开展注射工作。

召开动员会后，9月9日，全镇秋季动物防疫工作正式全面拉
开。开展以来，全镇防疫工作人员精心组织、密切配合，采
取先易后难、先外后内、各药种分片同时进行的方法全面展
开秋防工作。截止10月30日，完成注射面100%。注射密度已
完成情况为：猪、牛、羊口蹄疫疫苗注射分别为17511
头、5512头、135头，占应防牲畜的84.2%、85.9%、46%；猪
瘟、猪高致病性蓝耳病疫苗注射分别为9917头、16590头，占
应牲畜的47.7%、79.75%；鸡禽流感疫苗注射13579羽，鸡新
城疫疫苗5007羽，防疫密度分别为34.6%、12.7%；注射鸭禽
流感受疫苗5726羽，防疫密度为36.6%。圆满地完成了本次动
物秋防工作任务,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一、主要做法是

1、领导重视，开展及时。

镇领导对防疫工作从始到终做到“四到位”：认识到位、组
织准备到位、人员安排到位、督促检查到位。县动物防疫动
员会于9月5日召开后，我镇于9月8日马上召开了秋季动物防
疫工作专题会议，为防疫赢得了时间，取得了工作的主动。
防疫过程中，对工作人员进行明确分工：镇村干部负责组织
动员群众配合防疫工作，填写防疫档卡，村兽医员具体实施
免疫注射，包注射密度；水产畜牧兽医站干部职工负责注射
质量。

为了及时掌握防疫中的问题和漏洞，镇党委政府派有关领导
带领镇督查室每15天进行一次督查。及时发现和纠正防疫进
程的问题，确保工作顺利开展。

2、健全防疫机制，确保防疫密度和质量。

我镇把全面推行“双轨目标责任制”作为抓好防疫工作的主
要措施。一是镇政府每年聘任一次各村工作队长，作为各村
中心工作的责任人，签订《工作目标管理责任状》，其中将
动物春秋两防的防疫密度与风险抵押金挂钩；二是镇政府与
村签订各责任状，其中将动物防疫工作纳入各村年度评优级
和村干年终考核指标；三是与水产畜牧兽医站签订防疫质量
责任状；四是成立城厢镇督查室，专门从事中心工作的督查。
多项措施使得防疫工作呈现出上下一心、齐抓共管、双轨运
行的良好态势，极大的调动和促进了防疫人员搞好防疫工作
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全镇防疫工作的顺利开展。

3、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群众对动物防疫工作的认识

针对部分群众对动物防疫工作的认识不够到位情况，镇政府
就充分利用广播、标语等宣传工具，大力宣传动物疫病防治



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使广大干部群众，人人从思想上、
行动上重视起来。特别是对防疫中出现免疫副反应，要求工
作队和水产畜牧兽医站等相关人员要及时登门诊治，消除群
众顾虑。出现畜禽死亡事件的，要及时查清死亡原因，符合
赔偿条件的免疫副反应死亡畜禽要及时为群众办理理赔手续，
同时要对那些影响防疫免疫的言行进行澄清和制止，为我镇
动物防疫工作顺利开展提供重要的思想保障。

4、加强防疫业务培训，严格操作规程，确保防疫安全。

为了认真搞好秋防工作，我镇专门对防疫员进行防疫知识培
训，重点培训对象是村防疫员，由镇水产畜牧兽医站技术员
进行了系统的培训。在防疫过程中，要求防疫人员从严遵守
免疫技术操作规程，避免因技术环节的因素出现免疫安全事
件。要求从疫苗运输、保存、注射等各个环节都严格操作。
在注射中要按照一畜一禽一针头、一棉球；猪牛羊一免疫证、
一耳标；禽一户一免疫证；免疫器械半天一高温消毒的操作
规程，切实做到“消毒严、部位准、剂量足”，杜绝了防疫
注射中“打飞针、打跑针”现象发生。并且广泛宣传防疫24
小时值班制和防疫“回头看”制度，从而最大限度地控制了
免疫副反应和死亡的发生，提高了防疫密度，保证了防疫效
果。

5、加强部门工作职责，提高防疫面密度。

由于今年畜禽市场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农户发展畜牧生产的
积极性高涨，畜禽存栏明显增加。因此，今年的秋防工作显
得尤为重要。为了把秋防工作抓紧抓好，落到实处，使防疫
面达到上级要求，秋防一开针，水产畜牧兽医站4位同志就分
片深入到各村（社区）督促指导防疫工作，解决防疫中出现
的实际问题，镇政府分管畜牧工作的领导，在防疫期间也经
常深入村屯了解防疫进度，协调解决有关问题，从而有力促
进了防疫工作的开展。各村（社区）也跟根据畜牧兽医部门
的建议和督查发现的问题开展自检、自查、自补等工作，以



确保防疫质量和密度。

二、存在问题

1、口蹄疫疫苗反应大，免疫副反应多，而且往年因注射口蹄
疫疫苗免疫致死亡的牲畜补偿没有及时兑现或兑现数额较少，
部分群众拒绝免疫，有些群众甚至威胁、谩骂防疫员。防疫
人员产生畏难情绪，影响防疫工作的开展，这是造成防疫密
度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2、目前农村的家禽基本上散养，白天根本无法开展禽流感免
疫工作，只有在晚上7点钟到10钟三个小时的时间段内内时行
免疫，防疫难度较大，影响了工作的进度。

3、镇水产畜牧兽医站的冷链设备损坏严重，必须更换。防疫
使用的猪瘟疫苗需要冷藏保存的温度要求比较高，而水产畜
牧兽医站1999年发放的29个冷藏包已损坏26个，只在3个冷藏
包尚能使用。由于损坏的冷藏包没有及时得到补充，不少村
上没有冰箱、冰柜的村防疫员不得不疲于奔波在村镇之间，
为疫苗的冷藏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另外，镇水产畜牧兽医站只有7把免疫耳标钳，不足于29个村
使用，从而影响了免疫耳标的挂耳率。

4、我镇点多面广，防疫经费严重不足，致使全镇没有办法集
中兽医员统一开展，只能各村各打，独自进行。

5、一些村的工作队员不到位，让防疫员独自开展工作，造成
免疫档卡填写不及时、不齐全，挂标率跟不上免疫。

6、兽医卫生监督执法不力，未能达到“以法促防”目的。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未免疫未挂免疫标识的家畜
家禽不能进入流通领域，由于县兽医卫生监督机构执法不力，
未免疫未挂免疫标识的畜禽同样能上市出售，部分农户、养
殖场为避免畜禽出现免疫副反应,拒绝免疫拒绝挂免疫标识。



三、对以后工作的建议及打算

1、加强对村防疫员进行技术培训，提高村防疫员的理论及实
践能力。

2、建议上级加大口蹄疫疫苗免疫致死亡的牲畜补偿力度，改
变口蹄疫疫苗免疫致死亡的牲畜补偿滞后的现象，及时足额
地发放口蹄疫疫苗免疫致死亡的牲畜补偿金，争取广大人民
群众对动物防疫工作的支持。

3、镇水产畜牧兽医站要争取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支持，及时
补充冷藏包和耳标钳等防疫物资，保障防疫工作的顺利进行。

4、认真填写畜禽档案卡，随时掌握全镇畜禽的存出栏情况，
为今后的防疫工作打下基础。

5、在基层检疫员没有监督执法权的情况下，县兽医卫生监督
机构应敢于执法严于执法，坚决消除未免疫未挂免疫标识畜
禽上市的现象,以达到“以法促防”的目的。

总之，在这次防疫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离上级的
要求还有差距，希望上级领导能帮助指出，使以后的工作再
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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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圆满完成全年畜牧生产的各项指标。

二、狠抓动物防疫工作，保障畜牧业的健康发展。

三、认真做好动物检疫工作，确保畜产品的质量安全。

四、加快畜牧业的发展，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五、存在问题：



2、动物疫情形势复杂，防疫压力大。

3、养殖小区管理滞后，标准化生产制度不够健全。

4、规模化养殖与环境污染的矛盾日趋严重。

六、下一步工作要点：

2、进一步加强动物疫病的防治工作，力争不出现重大疫情。

3、加强良种繁育体系建设。

4、加强畜牧业新技术的推广。

5、进一步加大检疫工作力度，加强畜产品和投入品的安全监
管，严厉打击在养殖环节使用“瘦肉精”等违禁药品的违法
行为，确保畜产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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泷泊镇动防站 金洋洋

自分配到泷泊镇动物防疫站工作以来，在县畜牧水产局主管
单位的正确领导下，在镇政府直接的指导下，按照动防站的
防疫工作部署，本人积极主动配合站长有效有序的圆满站里
各项工作。通过不断地实践工作，体会很多，思考也颇多。

工作中锻炼，工作后提升，高度注重政治理论素养的提高。
经常利用夜晚或者闲暇日，阅读《专业技术人员能力建设教
程》、《专业技术人员学习能力建设教程》、《新农村建设
支百招》等书籍、党政报刊。坚持用国家法律、法规和党的
纪律约束自己，用党的方针、政策来指导自己，坚决与上级
党组织保持高度一致。通过各种学习途经不断充实、提升自
己，掌握和领会政策、法规、理论知识、业务等知识。每天
都简洁记录工作日志，以便日后改正不足，以利更进一步的



提高自己。

坚守本部门本职位，协调各部门各分管。坚守防疫员工作岗
位，积极主动参与县畜牧水产局开展渔民解困的前期工作，
协助镇政府办公室工作，按时、按质按量完成镇领导交办的
各项工作，得到领导的信任和好评。

四个月的工作中，立足自身看个人，进步不小。操作能力明
显提高，通过下乡开展秋季动物集中免疫，使得在学校里储
备的纯粹理论融入实践；理论素养有所进步，通过管理站内
资料，整理镇政府部分文件，文表达趋近规范，向县监督站
上交调查报告一份；协调能力略显加强，树立动防站良好形
象，促进动防站和镇政府的良好关系。

四个月的工作中，跳出自身看个人，差距很大。刚毕业就参
加工作，经验储备远远不够，虽防疫方面的基本技术业务尚
能应对，但面对家畜病症辩证困难;汇报工作意识不强，简单
的认为只要工作落实就好，却没有主动、及时向相关领导汇
报。

总之，在参加工作以来，坚守工作岗位，协助站内各项业务，
能切时、切地、切身的服务养殖业、协助动物防疫站！并将
不断的通过虚心请教、用心实践等多方面的途径，继续身体
力行刘昌义局长寄予的“三个希望”， 一、安心、扎实、积
极工作，二、落实业务，专业用于实践，加强综合能力。三、
勤手、勤脚、勤嘴、勤思；努力做到人格好、业务好、形象
好、能力好、人缘好的“新五好”防疫员，全力投入到崇高
而艰巨的防疫工作中，尽我所能为泷泊镇多做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