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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个人素质的提升，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在写
报告的时候要注意逻辑的合理性。报告帮助人们了解特定问
题或情况，并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
的报告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动物防疫工作会 乡镇动物防疫工作总结报告篇一

一、领导重视，乡镇动物防疫工作汇报。我镇党委、政府高
度动物防疫工作，根据市上有关文件精神，成立了分管领导
为组长，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各村主任为成员的领导小组，
积极协调全镇的动物防疫工作。

二、精心组织，积极行动。为搞好动物防疫工作，由领导小
组牵头，各职能部门、有关单位配合，组织防疫人员对全镇
的猪、牛、鸡、鸭、狗等家畜、家禽进行了免疫防治工作，
在免疫过程中严格按照预防操作规程操作，保证了免疫质量，
达到了免疫效果，控制了疫病流行。

三、加强检查。在春防、秋防、狂防、血防工作开展，政府
组织专门人员对各单位的工作进行督查，确保工作保质保量
按时完成。

总之，通过全镇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使全镇的动物疫病防
治工作得以顺利圆满的完成，全镇无重大疫情发生。

县是一个农牧结合的人口大县，辖20个乡镇尝141个村，41多
万人口，总面积6150平方公里，农区养殖业比较发达，尤其
是牛、羊、猪育肥、蛋禽养殖，活畜、禽蛋交易十分活跃，
每年通过本县调出的牲畜超过200万头、家禽300万只、禽蛋3
万余吨，2008年畜牧业总产值达11.5亿，占大农业的比重



达43%，实现农牧民人均增收214.7元。作为伊犁河谷重要的
活畜交易集散地之一，我县高度重视动物重大疫病防控工作，
认真吸取经验教训，积极开展整改，强化工作力度，动物防
检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一)坚持防疫先行的方针，全面做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一是进一步健全了重大疫病防控机制，调整充实了重大动物
疫病防控领导小组，完善了政府保免疫密度、畜牧部门保免
疫质量的防疫工作机制，按照县、乡、村、户，局、站、防
疫员等层次，层层签定了防疫责任书，明确了责任义务，严
格了动物防疫工作责任追究制。同时，县财政也加大了对动
物防疫工作的支持力度，将动物防疫物资、畜禽免疫抗体检
测、产地检疫工作经费及村级防疫员生活补助费全部纳入了
县财政预算，安排了87.8万元畜禽防疫预算经费。

二是狠抓强制免疫注苗工作。结合整改工作，开展了牲畜补
免工作，通过入户排查，补免牲畜48950，补免鸡34794只。
同时，组织乡村干部及防疫人员全面开展了春季动物防疫工
作，由于目前正值产羔季节，且大部分孕畜处在妊娠后期，
无法进行免疫，影响了防疫进度。截止目前，全县牲畜免疫
率达到91%，其中口蹄疫达到88%，猪瘟达到93%，猪蓝耳病达
到95%，禽流感免疫率97%。

三是积极开展了畜禽免疫抗体监测，用免疫效价评价防疫水
平。今年我县计划完成养禽专业户采样15000份，大畜采
样2000份，为此县财政还专门安排了13万元畜禽免疫抗体检
测工作经费。4月份，已率先开展了禽流感免疫抗体检测，现
已完成7个乡、219户养禽专业户的检测工作，对检测不合格
和零抗体户将依法进行强制免疫和处罚。

四是规范了疫苗保存、配送制度，确保了免疫质量。今年又
为每个乡畜牧兽医站配置了冷藏、冷冻冰柜、冷藏包，提高
了乡站的疫苗保存条件。实行了强制免疫疫苗逐级供应制度，



由县兽医站统一配送，乡兽医站负责发放，常规疫苗由通过
审核确定的30家个体家禽疫苗代理发放。

五是积极完成了疫病监测检验任务，完成牛脑送检7份，猪瘟、
猪蓝耳病送检130份，禽流感送检300对，新城疫送检200对，
小反刍兽疫送检80份，a型口蹄疫送检130份。同时，每月通过
网络定期向全国畜牧兽医总站信息中心传输有关疫情监测数
据，截止目前，共报送信息4次，报疫情信息400余条，工作
汇报《乡镇动物防疫工作汇报》。

县生猪养殖户多而分散，目前猪存栏7.72万头，为做好甲
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及时下发
了防控文件及监测措施，细化了防控工作职责，并对甲
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做出了安排部署，组织人员深入乡村指
导养猪户对圈舍内外进行了全面消毒，落实了猪场定期消毒
制度和定期巡视制度，要求乡站猪禽专干定期对辖区内的猪
场进行排查，发现疫情及时上报。结合当前开展春季动物防
疫工作，进一步加强了生猪口蹄疫、蓝耳病及其他常规免疫
的接种工作，通过提高猪群免疫力和抗病能力，防止猪流感
的发生。同时，严把入口关，对调入、调出的生猪进行严格
检疫，严防疫病通过运输环节流入我县境内，目前尚未发现
异常。

一是从科学划分职能入手，不断深化基层兽医站改革。我县
按照循序渐进，分步实施的原则，对乡站及技术员管理进行
了改革，实现了20个基层兽医站三权归县，分步推行了风险
工资责任制、三定三挂钩和全员聘用上岗措施，建立起服务
业绩与技术职称评聘挂钩，与工资待遇挂钩，与效益挂钩的
管理机制，技术员的工作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营造了争优
创先的工作氛围;鼓励乡站创收，推行技术人员多劳多得的工
作机制，解决了基层三站无钱办事，技术员干好干坏都一样
等一系列问题。为一步适应现代畜牧业发展要求，我县从提
高基层站监督执法和技术服务水平入手，积极探索和推进基
层站职能转变，结合兽医体制改革，基层站挂动物防疫、检



疫站，设专职检疫员，负责动物执法管理工作。

二是充实村级防疫员队伍，加强基层防疫体系建设。根据自
治区动物防疫体系建设规划的要求，我县通过公开招聘，扩
增了聘用防疫员和协防员，实行村级防疫员包村负责制，在
每个行政村设立一处动物防疫点，根据牲畜数量，配备1-2名
常年防疫员和一名季节性协防员。现全县有防疫员363名，其
中在编防疫员116名，聘用防疫员100名，协防员147人，县财
政每年拨付64.8万元用于村级防疫员生活补助费，除县财政
每月补助400元外，乡站从收入中根据防疫员的技术、业务能
力，酌情补助每月100元左右的生活费，鼓励聘用技术员不断
提高业务技能、拓宽服务、增加收入。

(四)以防检整改工作为契机，不断规范产地、交易运输各环
节的检疫监督

我县针对防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漏洞，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制定了防检整改方案，积极开展了全面整改工作。

一是成立了县、乡两级防检整改领导小组，明确了责任分工
和整改时限，实行了定期督导制，县防检督导组分片区对各
乡整改落实情况进行了督导和验收，对整改情况进行了全县
通报。

二是加大了《动物防疫法》宣传教育力度，县、乡、村利用
广播、电视全文播放宣传《动物防疫法》，组织各乡分管领
导、活畜、畜产品销售市场从业人员开展了宣传培训，同时
畜牧系统召开了动物防检疫整改动员大会，举办了检疫员动
物标识及可追溯体系培训，掀起了学习贯彻《动物防疫法》
教育活动热潮。共发放宣传单20000份，宣传教育人数达7万
人次。

三是加强了产地检疫工作力度，规范了出村、进市尝进屠宰
尝出县境等环节的检疫、出证程序，实行了动物产地检疫票



证目标管理，规范了乡级动物产地检疫报检点，设立了20个
乡级动物产地检疫报检点，公布了报检电话、防检员姓名、
地址等，统一了检疫程序，严格了动物报检制度和临栏检疫
出证制度，产地检疫率大大提高，截止目前全县产地检疫牛
羊21.21万头，生猪1.51万头，家禽52.05万羽，检出并处理
病畜8头，病禽13羽。

动物防疫工作会 乡镇动物防疫工作总结报告篇二

一、加强组织领导，全面落实目标任务

（一）加强组织领导

2.组织召开了由村四职干部和村级动物防疫员参加的“秋
防”工作动员会议，镇人民政府镇长、分管副镇长 分别对本次
“秋防”工作作了重要讲话，重点指出：“重大动物疫病防
控工作是^v^，^v^，及各级党委政府以人为本，关爱民生，
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是一项惠及民生的畜产品质量安
全工程。目的在于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一年
分两次进行，即“春防”和“秋防”，目前正值“秋防”工
作的关键时期，各村务必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密切配合，
本着防疫工作无小事，竭尽全力的做好本次“秋防”工作确
保我镇清净无疫，认真把^v^，^v^的这一项民生工程做好、
做扎实”。

3.新鲁镇人民政府下发了新府知【2012】42号文件，“三台
县新鲁镇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做好2012年秋季重大动物疫病防
疫工作的通知”。

（二）落实目标任务

1.认真组织全站职工全面贯彻落实 牧医知[2012]122号“关
于切实做好2012年秋季动物防疫工作的通知”的文件精神，
并结合我镇实际情况作出具体安排：明确了目标任务和工作



重点，制订了工作实施方案和保障措施。

2.认真组织村级动物防疫员进行集中培训，加大宣传力度培
训会上组织学习9月16日在县畜牧兽医局召开的 “全县秋季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分析了当前动物疫
病面临的严峻形势，重点对今年“秋防”工作中的疫苗预防
注射免疫接种、常用器械和注射部位消毒、畜禽圈舍消毒，
动物保定，工作人员自身防护，疫病监测等知识进行了讲解
和指导。加强技术培训是保障秋防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
做好宣传动员工作，采用张贴宣传标语，举办专题讲座，运
用现代多媒体宣传工具进行多方位防疫知识宣传.3.站内重点
对本次“秋防”工作的技术指导，监督管理、防疫物资发放
管理、规模养殖场的防疫监督和“秋防”工作的检查验收等
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三）积极做好防疫物资的筹备

积极配合下，全面开组了这次秋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采取了猪、牛、羊、家禽疫苗预防注射免疫接种、圈舍消毒
和防疫档案录入一并进行的工作方式。

三、分工明确 层层落实

新鲁畜牧兽医站全体职工划片包干，责任到头，每两人负责
以办事处为单位落实专人负责进行防疫监督和技术指导、站
长负总责，各办事处按时间当天的工作情况和防疫进度及时
向站上汇报，以便于了解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向县局汇报。并
将各办事处的秋防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考核，村级防疫员劳务
费与“秋防工”作考核结果挂钩。村级防疫员与畜牧兽医站
签订“秋防”工作安全责任书，坚决杜绝牲畜伤人事件的发
生。畜牧站还成立了防疫应急处理领导小组，发现问题及时
处理，免除了在畜禽免疫注射过程中的后顾之忧。

我站为进一步规范防疫档案，登记防疫信息，在防疫工作的



同时规范填写了动物防疫登记表，各村各队乃至各农户的畜
禽防疫情况都一目了然，便于今后月月补针工作的开展。

五、全面完成“秋防”工作目标任务

1、对全镇存栏生猪和牛羊进行了口蹄疫免疫注射，注射牛、
羊口蹄疫疫苗6178头份，注射猪口蹄疫疫苗31700头份，免疫
密度达到100%。

3、对全镇存栏应免生猪进行猪瘟和高致病性蓝耳病疫苗注射，
共注射猪瘟和蓝耳病疫苗各31700头份，免疫密度达到100%。

4、对全镇存栏家禽进行了高致病性禽流感和鸡新城疫免疫，
注射禽流感疫苗万羽份，免疫密度达到100%；规模鸡场注射
禽流感疫苗万羽份，占应免数100%，散养户注射禽流感疫苗
万羽份，占应免数。

5、圈舍消毒面积达3750万平方米，占应消毒的100%。

双重压力 在镇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精心组织下，在县畜
牧兽医局的督促、指导下，经过我站全体畜牧兽医职工及村
级动物防疫员的艰苦努力，于10月20日全面完成了“秋防”
工作任务。比原计划提前一周结束，目前已进入蓝耳病疫苗
注射和查缺补漏阶段。在这次“秋防”工作中，集中体现了
我镇高素质的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团队的团队精神，形成
了政府各级干部组织联系、业务部门积极参与，广大养殖农
户密切配合的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体系。使高致病性禽流感、
口蹄疫、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和规模养禽户（鸡）禽流
感免疫密度均达到100%，散养农户禽流感免疫密度达到，全
镇范围开展清圈消毒工作，圈舍消毒面达到100%。各项动物
防疫指标均达到上级主管部门要求。

畜牧兽医站 2012年10月19日



动物防疫工作会 乡镇动物防疫工作总结报告篇三

一、动物防疫工作

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社会稳定，事
关畜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我站要求全站职工和村级防疫员
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把防控动物疫病作为当前重要
工作抓好，根据各村具体情况，及时查找防疫漏洞，采取综
合防控措施，真正把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有效地防范重大动
物疫病的发生。

(一)预防注射

这次的预防注射工作，采取以集中注射，各村同时进行的方
式，到目前已全面完成防疫任务。其中口蹄疫免疫(猪、牛、
羊)2.9万头次，密度100%;猪瘟2.495万头次，密度99.8%;蓝
耳病免疫2.475万头次，密度99%;禽流感免疫30万羽次，免疫
密度100%;狂犬病注射0.3万只。

(二)采取的措施

1、强化培训

为确保我镇各项防疫工作落到实处，对全镇83个村的防疫员
进行了集中培训，重点是疫苗的使用和保存、注意事项、注
射技术要点的掌握、各类畜禽传染病的主要症状和病变、畜
禽普查表格的填写。并给村级防疫员下达了防疫任务和完成
时间，在工作中对村级动物防疫员严格考核，实行绩效挂钩、
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

2、加强领导

工作中，镇明确一位分管领导领导具体抓动物防疫工作，每
村指定1名村干部带队参与宣传，并督促、指导免疫注射、建



档及挂标工作，乡镇技术干部分片指导。

3、落实责任

镇畜牧兽医站与村级防疫员签订目标责任书，确保各项工作
任务目标的落实。

4、加强督查

为确保工作任务落到实处，根据镇政府安排，成立了督查指
导工作组，对防疫工作进行督促检查指导。各村在开展工作
中，真正做到镇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畜(禽)，使动物
防疫工作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对因工作不到位、免疫密度
低、畜禽标识工作开展不好、防疫物资管理差而引发疫情的
相关责任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追究责任。

(三)防疫经费落实情况

今年我镇投入防疫经费1.5万元，其中狂犬病专项活动经
费0.5万元，用于人员培训、药品、物资采购等。

(四)应急物资贮备

目前储备的应急物资如下：

1、生物药品(疫苗)：猪口蹄疫、牛口蹄疫、猪瘟、蓝耳，禽
流感，狂犬疫苗等能随时满足应急需要。

2、消毒药：粉剂260包。

3、消毒器械：18喷雾机5部、一次性隔离衣20件、中筒水
靴30双。

(一)提高认识，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社会稳定，
事关畜牧业拔展和农民增收，镇党委政府要求有关部门要进
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把防控工作作为当前重要工作抓
好;根据我镇防控工作具体情况，及时查找防疫漏洞，采取综
合防控措施，真正把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有效防止重大动物
疫情的发生。

(二)突出重点，加大疫情排查与监测力度

组织部分村级防疫员开展以养禽场(户)、农贸市场、养殖密
集区为重点的重大动物疫情排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科学处置。对抗体水平较低和新补栏的家禽及时补免，确保
免疫密度和免疫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水平。按照“政府保密
度、业务部门保质量”的要求，全面开展强免工作。

(三)建立责任制，加强督促检查工作力度

把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认真组织实
施各项防控工作措施。建立健全层层负责的责任体系，明确
镇政府主要领导为防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本辖区的动物
疫病防控工作负总责，分管领导是具体负责人，靠前指挥，
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严格实行镇包村、村包组、组包户
的“包干”责任制，明确职责，落实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对因工作失职引起疫情发生的，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四)加强部门协调与沟通，建立完善的联防联控机制

充分发挥重大动物疫情防治指挥部的领导协调作用，明确各
单位职责。有效组织各成员单位开展协作，形成合力。加强
与卫生部门的信息沟通和技术协作，研究制定我镇人畜(禽)
共患病的联防联控机制，有效控制我镇人畜(禽)共患病的发
生和传播。

三、网络信息



我站的动物疫情网络信息，实行专人专机管理，每月严格按
照规定定时上传疫情信息和疫病监测情况。在动物标识及疫
病可追溯体系工作方面，我站按照各上级业务部门的规定和
要求，建立了完善的网络机构、人员信息，协助动物卫生监
督所，100%完成耳标的按时申购、签收、发放工作，并登记
备案，为动物标识及疫病可追溯体系工作在我镇的进一步开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动物防疫工作会 乡镇动物防疫工作总结报告篇四

在区农业局、街道各级政府地关心支持和正确领导下,半年来,
xx动物防疫站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等法律法规精神,全体职工满怀信心,全力做好了动物防疫、
生猪屠宰检疫、检测及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等工作,并积极配合
街道政府关于本辖区的泔水猪的清理和整顿工作,为xx的畜牧
业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保驾护航,为保障肉食品的安全上
市尽心尽力。

一、积极配合街道政府关于本辖区的泔水猪的清理和整治工
作

我街道毗邻苏州市区,几年以来外来养殖户纷纷涌入本街道,
今年年初我街道就有养殖户222户,猪存栏达到39769头,外来
养殖户全部以饭店、企业的泔水为原料,而泔水中易繁殖各种
病原菌且来源复杂,直接用未经加工处理的泔水饲养生猪,不
仅给生猪业带来了一定的疾病风险,且给肉食品的安全上市带
来了一定的隐患,而外来养殖户的泔水往往在养殖场周围随意
摆放,造成苍蝇满天飞,进一步引起病原菌的繁殖和传播,而这
些生猪的粪便、尿基本属于无处理无利用状态,这些因素造
成xx街道的环境脏、乱、差。

我站积极配合街道政府关于泔水猪的清理和整治工作，主要
以宣传和引导、干预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首先本站检疫员分片



分区对全街道的养殖户进行排查摸底调查登记,对于以泔水为
主的生猪养殖户进行重点地宣传,让他们知道泔水养殖的危害
性。并积极配合街道政府进行联合执法活动，对非法养殖进
行坚决地打击和取缔，通过这些卓有成效地行动，取得了满
意地成效，截至目前为止，泔水养殖户基本全部离开了本辖
区，目前只剩下养殖户30户，存栏5920头，他们饲养生猪都
是以饲料为主。

1.上半年畜牧业发展现状

大力发展畜牧业, 不仅可以丰富老百姓的菜篮子,促进农村经
济的发展,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对缩短城乡差距都有积极意
义。因此各级政府一直很重视畜牧业的生产发展。

2．着力做好动物免疫工作

按照区农业局的监测计划和要求,我站高标准严要求完成采血
送检工作,根据区局的免疫抗体的检测结果,第一时间告知养
殖户,对于免疫抗体不理想的畜禽,及时通知养殖户进行补免。
通过以检促防的方式，提高我街道畜禽的免疫密度，减少重
大动物疫病的发病率。

产地检疫关系到肉食品的安全上市,关系到重大动物疫病的防
控,因此把好产地检疫关,是我们检疫员的职责。我站检疫员
分片分区开展产地检疫工作，接到养殖户的报检电话，不管
刮风下雨，在第一时间到达养殖场，按照检疫章程进行检疫，
先查看免疫档案,分别进行群体和个体临床检查,同时按比例
开展瘦肉精检测,全部符合要求,才出具产地检疫合证明,上半
年共报检460次。

2．加强屠宰检疫工作

3．加强对畜禽养殖场、兽药经营部、农贸市场、饲料厂的监
管工作



我站监管人员定期深入养殖场，发放《致全区畜禽养殖户的
一封信》和江苏省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在畜禽生产中违
禁药物的决定》等法律法规资料，提高养殖户的安全养殖意
识，并对养殖场是否使用违禁药物和非法添加剂进行检查，
确保我街道畜牧业生产的安全稳定。

我站认真对xx的三家兽药经营部（xx南桥畜禽服务部、顾咏梅
兽医门诊部、永康兽医门诊部）进行监管,检查是否经营农业
部公布的违禁药物和非法添加剂,上半年共出动人员36人次,
有力地维护了兽药经营市场的安全和稳定。

定期对xx农贸市场的肉摊和家禽交易场所进行监督和检查,主
要查看证件是否齐全,是否有来源不明的肉产品和病死猪肉上
市,家禽是否有一些可疑的疫病,坚决杜绝病死猪肉和来源不
明的肉产品及患病的家禽上市,并对农贸市场和家禽交易市场
定期消毒杀菌，确保广大市民吃上安全的肉产品。

本站[]

动物防疫工作会 乡镇动物防疫工作总结报告篇五

(一)精心组织，加强领导。防疫工作开展前，县政府和农牧
局召开了春季工作防疫会议，从各个方面详细安排了动物防
疫工作。并层层签订防疫责任书，逐级落实动物防疫工作责
任制，确保了全县的免疫质量和密度。

(二)分片负责，责任到人。针对防疫期间个别乡镇站的免疫
抗体监测结果较差的结果，在认真总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追
加和细化干部职工工作完成情况考核办法;同时抽调6名业务
骨干在各乡镇蹲点，协助各乡镇站督促指导春防和二维码标
识的佩戴工作。

(三)抓好物质储备，保障春防工作有序实施。为使我县春季
动物防疫的顺利，组织储备了口蹄疫双价苗102.5万毫升，炭



疽苗30万毫升，出败苗101万毫升，羊四联苗100万头份，羊
痘苗90万头份，猪口蹄疫疫苗0.5万毫升等。为保证疫苗质量，
杜绝浪费，严格规范储藏，对暂不使用的疫苗由县站统一贮
存保管。

(四)开展培训工作，全面提高群众防疫意识。为进一步提高
动物防疫员业务素质和工作水平，于4月6日-12日，举办了为
期7天的全县动物防疫员技能培训班，主要围绕我县家畜传染
病、常见病等的预防和防治进行了理论培训，县、乡两级专
业技术人员和基层民间防疫员等共计121人参加了培训。

(五)强化各项制度，做好组织保障。严格防疫期间的各项工
作制度，要求全县干部除特殊情况外，任何人不得随意请假，
擅自离岗，无条件服从单位统一安排，并对基层乡站实行考
勤通报制，使全县兽医技术人员全身心地投入到防疫工作中，
认真扎实的完成防疫工作，有效保障了防疫期间的工作秩序
和工作效率。春防期间共动员业务人员61人,民间防疫员69人,
车辆26台，为圆满完成此项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六)上下紧密配合，加强动物及动物产品流通环节的监管力
度。为保障市场流通领域的安全运行和人体健康。联合有关
部门加大市场监管整治力度，严格对动物及动物产品的检疫
消毒和查证验物。

(七)强化监督，规范指导。为确保春防工作落到实处，县动
物疫控中心对全县五乡两镇的防疫工作进行了全面督查，及
时掌握防疫进度，了解防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反馈
意见建议。

二、工作完成情况

1.家禽免疫：免疫家禽2638羽。其中禽流感1319羽;新城疫免
疫1319羽。



2.牲畜免疫：累计免疫牲畜口蹄疫67.48万头。其中羊w苗免
疫57万只;牛w苗免疫10.36万头; 猪w苗0.12万头;免疫密度
为100%。牛出败疫苗9.2万头;注射羊痘疫苗66.27万只;注射
牛a型口蹄疫疫苗1542头;注射无毒炭疽疫苗17.29万头;注射
羊四联疫苗59.88万只;注射猪三联疫苗0.12万头。

3、耳标补戴和录入：新增牲畜补戴耳标及二次免疫录入二维
码标识共314206枚，其中牛59724枚，羊254120枚，猪362枚。

(二)内外寄生虫驱虫及防疫消毒：驱虫515086头只，圈舍消
毒46300平方米。

(三)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控：根据禽流感防控工作安排，从三
月份开始各乡镇兽医站每周2次对东大滩水库、青海湖周边水
域、金沙湾、沙岛等候鸟栖息地进行巡查，同时县站也组织
人员进行不定期督查。截至目前共督查4次，巡回检查12次，
出动车辆29辆(次)出动人员48人(次)。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东
大滩水库死亡黄鸭4只，经初步诊断为正常死亡，为防止污染，
县站人员对死鸭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并要求乡镇站继续加大
巡查力度，确保我县今年不发生禽流感疫情。

(四)疫病监测情况：为及时掌握疫情动态，严防疫情的发生，
按照年初安排对规模饲养场、散养户的家畜进行监测，各种
疫病监测工作现正在进行当中。

(五)免疫信息报送情况：集中免疫期间，我站进一步完善动
物免疫信息周报制度，明确专人负责免疫信息的收集统计工
作，并于每周三上报州牧科所。

(六)疫情上报情况：每月按时上报疫情报告，为准确掌握全
县的疫情动态提供了体系保障。

(七)检疫监督情况：



1、屠宰检疫各类动物392头(只)，运输检疫羊1607只，市场
检验肉类31.37吨，检疫率及持证率均达100%。

2、认真组织开展仔猪、雏鸡引进专项整治行动，严厉地打击
擅自从省外调入和无证经营畜禽行为。到目前为止出动检
查37次;参加人员97人次;检查运载生猪车辆14辆，检查生
猪167头;检查运载家禽车辆5辆，检查家禽80羽;接到社会举
报4次，处理4次;堵回运载无检疫证明的生猪车辆3起，生
猪24头。

(八)兽药市场检查情况：根据省农牧厅《关于加大兽药市场
整治力度进一步规范兽药经营使用行为的通知》(青农
医[20__]20号)精神，会同州动物卫生监督所的人员在全县范
围内就公布的假劣兽药名单及产品展开了全面的清查，共出
动行政执法人员6人次，检查兽药经营门市部4家，动物门诊4
个，小型养殖场1个，收缴销毁假劣兽药30余盒药物价值
计484元。

三、存在的问题

1、春季家畜体质瘦弱，加之今年干旱导致弱畜因体质尚未恢
复，群众对疫苗反应得顾虑较大，根据实际情况对部分牲畜
决定注苗时间适当延缓，以免挫伤群众防疫积极性，影响了
春防进度。

2、由于耳标掉标现象严重，有些牧民群众只愿意给牲畜注射
疫苗，而不愿意给牲畜佩戴二维码标识，致使我县的动物追
溯体系建设工作滞缓。

3、虽然应激死亡为少数牲畜，但由于其补偿经费数额有限，
造成牧户对防疫工作有一定的抵触情绪，给防疫工作带来了
负面影响。

4、防疫经费紧缺，影响防疫质量。



5、个别乡站业务人员少，导致防疫进度缓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