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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汇总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动物检疫员思想汇报 动物检疫监管会议材料(5篇)
篇一

为落实上级有关安全工作责任制的精神，树立安全重于泰山
的观念，增强值日教师的安全工作责任心，强化校园安全工
作，维护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保障学生安全;特与值日教
师签订责任书。

1、值日教师必须佩带“值日教师”标志上岗，认真履行值日
职责。实行“谁值日、谁负责”、“谁区域、谁负责”。如
有特殊原因要脱岗须向当日行政值日人员请假并委托好替代
值日人员。

2、值日教师必须提前到达指定的值日位置。早于学生到校，
晚于学生离校。

4、上下课时间要关注学生上下楼梯状况，作好疏散，以防捅
堵。 认真做好午休管理工作，杜绝午休期间安全事故发生。

5、及时处理当日学生的偶发事件，因值日教师处理不及时而
造成安全后果的要负相应的行政和经济处罚。及时向校长室
汇报。

6、以身作则，忠于岗位，严以律已，高标准要求自己，对学
生负责，对学校负责。凡是因值日教师不作巡视，工作不到



位失职而发生的学生安全事故、伤害事故等责任事故有该值
日教师承担。造成严重责任事故的将解除劳动关系并追究经
济和法律责任。

学校负责人 值日教师(签名)：

动物检疫员思想汇报 动物检疫监管会议材料(5篇)
篇二

1.1 动物防疫体系不健全，工作开展难度大。今年来，由于
市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乡镇畜牧兽医站改革已经进行完毕，
乡镇动物防疫队伍得到稳定，但我们的村级动物防疫队伍还
未建立，大面积的春、秋集中免疫工作仍然靠乡镇(街道)的
几名兽医去完成，繁杂的工作量让乡镇兽医难以承受，常年
动物防疫工作效果难以得到保证。近年来，动物疫病呈高发
态势，动物免疫的病种相应增多，春秋畜禽强制免疫已从原
来的猪、牛、羊扩展到鸡、鸭、鹅、犬等多种动物。从生猪
免疫来看，每头猪至少要注射猪瘟、口蹄疫、高致病性蓝耳
病三种疫苗。难度最大的应该是家禽免疫，**市每年出栏家
禽200余万只，要在春、秋2个月内集中完成大面积的畜禽免
疫工作，工作负荷之重可想而知。再就是开通蔬菜畜禽绿色
通道后，高速路成为畜禽进出市境的主要通道，而境内三个
高速路口无动物检查站，给我市动物防疫工作留下严重隐患。

1.2 群众动物防疫意识不强，主动配合不够好。由于我市地
处山区，往往存在认识不足的问题，部分农户不很积极配合
动物防疫工作,部分养殖大户存在不按程序进行科学免疫的现
象。特别是在家禽免疫方面，一些养殖农户不积极主动配合，
家禽敞放出去，水禽放进池塘，就很难进行禽流感疫苗的免
疫注射，从而导致家禽免疫密度难以达到规定要求。

1.3 乡镇防疫机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不利于防疫工作开展。
**市辖13个乡镇(街道)，有4个乡镇畜牧兽医站无办公用
房，3个畜牧站的办公室为危房，这些乡镇畜牧站的防疫、检



疫、诊断等设施简陋，缺乏必要的快速诊断器械，检测手段
普遍落后，制约着动物防疫工作的正常开展。

1.4 动物防疫监管难以到位，综合防治效果较低。由于村级
防疫队伍还未健全，对分散的饲养户缺乏有效的约束力，平
时补针工作难度大，使免疫接种密度在非集中免疫期间难以
达到规定指标，从而使综合防治效果降低，个别边远地区甚
至出现免疫死角，成为动物疫病发生的潜在隐患。

2、进一步做好动物防疫工作的对策

2.1 加强行政管理。动物防疫工作不仅关系到畜牧产业的健
康发展，而且也关系到社会公共卫生安全和社会稳定，各级
政府和畜牧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并将其纳入行政工作的重要
议事日程，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把动物防疫工作不仅纳入
单项目标管理，而且纳入综合目标管理，严格考核，奖惩兑
现。动物防疫工作要树立“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应该坚
持“以人为本”，进一步完善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稳定基层
防疫队伍，落实好事业人员的的绩效工资及福利待遇，充分
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2.2 建立完善机制。我们应加强基层防疫队伍建设，完善动
物防疫监测预警体系、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体系、动物防疫监
督体系、动物防疫物资保障体系，强化对乡镇和村级动物防
疫人员的专业技术培训，提高动物防疫人员的专业技能。要
加强现有动物防疫机构建设，进一步完善市、乡(镇)、村三
级动物防疫网络，加快村级动物防疫体系建设，筑牢基层动
物防疫网络屏障，切实解决好基层动物防疫工作中的困难和
问题，努力改善乡镇畜牧兽医站的工作环境，积极提升乡镇
动物防疫人员的业务能力。

2.3 广泛宣传发动。动物防疫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要充分调
动群众的积极性，实行“群防群控”、“联防联控”。要进
一步深入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相关



的法律法规和动物疫情、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提高人
民群众的动物防疫意识，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
组成完善的动物防疫网络体系和疫情监测网络体系，提高疫
情快速反应和处置的能力。

2.4 搞好防疫监管。要继续采取“五强制，两强化” (强制
免疫、扑杀、封锁、检疫、消毒，强化疫情报告、防疫监督)
综合防制措施，切实加强禽流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等重大
动物疫病的防制工作。要健全完善疫情监测报告网络，加强
以口蹄疫、禽流感为主的动物疫情调查和监测工作，进一步
改善工作手段，做到及时、准确地报告疫情。市、乡(镇)两
级政府要建立一支反应迅速的动物疫情应急队伍，一旦发生
重大疫情、立即按照《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快速处置，
把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2.5 坚持依法防疫。动物防疫工作应坚持“预防为主”的方
针，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国家的有关规
定，做好动物疫病的免疫、预防、消毒、控制和扑灭工作。
春秋两防工作结束后，应加强督促检查、查漏补缺，对免疫
指标达不到要求的要限期整改，力争使畜禽重大动物疫病免
疫密度达到100%，耳标配戴率达到100%，对新补栏畜禽、怀
孕畜、仔畜、漏免畜及因病缓免畜禽要及时补针，做到动物
防疫密度常年保持100%，以全面提高畜禽抵抗疫病风险的能
力。

2.6 加强检疫监督。我市近年发生的多起动物疫病都是由外
引畜禽引起的，为了防止和控制动物疫病发生，到外地购买
畜禽必须严格实行申报检疫管理制度, 严禁私自乱引。我们
要把产地检疫、屠宰检疫、运输检疫、监督检查紧密结合起
来，对运载动物及动物产品的过往车辆严格查证、验标、点
物、登记，对运输的猪、牛、羊、禽等必须加强检疫，对运
输工具进行严格的消毒处理，对来路不明的“三证”不全的
畜禽进行补检重检，坚决杜绝外疫传入及疫情扩散。各地应
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种用畜禽，最好做到自繁自养，这样可以



有效防止疫病传播。

动物检疫员思想汇报 动物检疫监管会议材料(5篇)
篇三

一、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思想认识

一年来，为了提高自身素质，一方面，我认真学习革命理论，
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另一方
面，刻苦钻研业务，认真学习《^v^动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规
和动物疫病的科学防治知识。通过学习，本人的政治思想素
质有了很大提高，业务知识有了较大长进，业务能力和操作
水平有了较大提升。

二、加强宣传力度，支持预防为主

本人在站长的带领下，配合站里其他同志，进村入户,义务向
当地干部群众宣传《^v^动物防疫法》，不厌其烦地给他们传
授动物疫病的科学防治知识,热心为他们释疑解惑，受到辖区
内干部群众的好评，并多次受到社区领导的赞扬。由于宣传
工作到位，预防工作做得好，一年来,辖区内没有发生一起重
大疫情。

三、责任重于泰山，确保公共安全

为了保证人民群众能够吃上“放心肉”，切实维护好本辖区
内的公共卫生安全,疫情就是命令，只要站长一声令下，我就
会在第一时间赶到检疫报告的现场，并迅速投入工作。一年
来，我牢固树立责任重于泰山的意识，认真履行职责，扎实
努力工作，为确保辖区内全年没有出现禽畜产品质量安全事
件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四、热爱本职工作，不畏酷暑严寒



为了方便群众，我和站里的男同志一道，根据当地群众的作
息规律，有时披星戴月，有时冒着瓢泼大雨，有时顶着酷暑
严寒，风雨无阻地到群众家里的猪舍、鸡舍、鸭舍、鹅舍，
为猪、鸡、鸭、鹅等禽畜打预防针。一年来，我不怕苦、不
怕累、不怕脏，不顾身体有病，不畏酷暑严寒，坚守工作岗
位，认真履行职责，确保了辖区内全年没有出现一次重大的
责任事件。

五、坚持报检制度,狠抓产地检疫

自从实行产地检疫报检制度以来,我和站里的同志分工合作，
根据疫情暴发的规律和畜禽流通量的大小,认真做好防疫检疫
工作，做到先报后检,有报必检,严格实施到场到点检疫,严格
执行一畜一证制,同时做好产地检疫记录，使产地检疫率达
到93%以上。

六、加强“五证”管理,规范用证行为

一年来，站长时刻提醒我们，一定要加强“五证”管理,严格
领销制度,实行专人负责,总量控制,以旧换新,责任到人,规范
填写,与用证人利益挂钩。我时刻牢记站长的这些要求与吩咐，
从不敢怠慢半点，更不敢有丝毫的马虎，以实际行动支持了
站长的工作，确保了用证安全，圆满地完成了上级赋予我们
的各项任务。

动物检疫员思想汇报 动物检疫监管会议材料(5篇)
篇四

一、加强学习,提高认识

半年来特克斯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几次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
传活动,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动物疫病
的科学防治知识,继续实施 “放心肉”工程。 “三下乡”
和“法制综治宣传月”中,在城镇和重点乡开展街头宣传,参



加人员达36余人,赠送法律宣传资料500余份,悬挂大幅标3幅,
展出挂图5张,展版2个。于20xx年4月至5月份组织全体检疫员
在畜牧兽医局举办为期三天的法律法规和动物检疫专业知识
方面的学习一次,邀请州动物卫生监督所老师三名对学员进行
以民汉两种语言进行授课，结束时分别进行理论考试和实际
操作考核,合格的检疫员发放《动物检疫员证》,不合格的检
疫进行再学习处理。上半年的学习参加人员共36人次,理论考
试95份以上6名,90-85份28名,85以下2名,实际操作94份以
上18名,94以下85以上18名。

二、坚持报检制度,狠抓产地检疫 自20xx年1月以来,坚持实
行产地检疫报检制度,根据畜禽流通量大小,在我县喀拉达拉
乡和乔拉克铁热克乡等处设立“动物报检点” 四处,实
行“政务公开,收费公开,制度上墙,先报后检,有报必检”,严
格实施到场到点检疫,做到一畜一证制,同时做好产地检疫记
录。到目前为止产地检疫共14316头(只),其中牛1321头,
羊13195(只),使产地检疫率达到92%以上。

三、强化屠宰检疫,实施同步检疫全县三座畜禽定点屠宰场,
建立检疫工作室,实行了“制度上墙,业务公开”,根据屠宰量
的大小,配备3名动物检疫员,一个动物产品快速检疫箱,一套
检疫刀具,一只体温表,实施同步屠宰检疫,完善屠宰检疫记录,
落实了责任制,回收畜禽免疫耳标和产地检疫证。上半年屠宰
畜禽共11335头(只、羽),其中牛350头,羊4812只,生猪384头,
屠宰检疫禽5789羽,无害化处理畜禽脏器325个,上市畜禽肉胴
体检疫率达100%,持证率100%,使产地检疫证回收率90%,免疫
耳标回收率69%以上。

四、加强畜产品安全监督工作,稳步推进“放心肉”工程，按
县食品安全部门的有关要求,上半年成立“肉食品安全监督稽
查组”分不同路线对县城集贸市场牛羊猪肉摊、生活超市、
大中型餐饮饭店、畜禽定点屠宰场、卤肉店、白条鸡店、冷
库等肉品流通和出售环节的畜禽肉类是否经过检疫、加盖验
讫印章,是否持有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宰后检疫是否到位,



胴体上是否有检疫切口,是否存在未经检疫或经营病害、变味
肉类等违法违规现象实施定期性的监督检查。根据上半年的
检查情况来看,在肉类流通环节中存在以下个别的,未经检疫、
没有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的违规现象。于20xx年2月份的肉
类食品安全监督检查中查出未经检疫畜禽产品共120公斤,对
此现象依照《动物防疫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现场没收,对
当事人提出警告、责令限期内改正和罚款处理。同时节假日
实行了肉食品集中整顿和值班,及时上报各项报表和信息,到
目前为止,没有一起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发生;上半开展安全
监督检查共11次,加强动物检疫监督管理。

五、加强“五证”管理,规范用证行为 加强“五证”管理,严
格领销制度,实行专人负责,总量控制,以旧换新,责任到人,规
范填写,与用证人利益挂钩。同时,随时对各乡镇站用证情况
进行督查,确保用证安全,从1月份起到目前为止,使用检
疫“五证”154本。

六、加强监督管理,确保实现目标

(一)加强对动物及动物产品流通领域监督管理，在伊-特公路
呼吉尔特乡库热村距路30米一处设立的报检点派出4名业务素
质高的检疫员实施出入县境动物及动物产品监督检查,严格实
施有检疫证可出境,无证不准出境,从外地引进动物依法在隔
离所内进行法定时间内的兽医临床观察,同时认真记录监督检
查情况和运载车辆防疫消毒,到目前为止流通动物及动物产品
监督检查共30081头只羽,其中牛3548头,羊13800只,禽
类12568羽,生猪125头,马40匹,羊皮541张,牛皮456张,消毒运
载动物的车辆39次。 在5月份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期间,
重点对25户养殖户,2个城乡集贸市场,2个冻库,依法实施动物
防疫监督管理。

(二)强化动物防疫监督管理和案件查处 ，为杜绝畜禽疫病大
面积流行和传播,畜牧业健康有序发展,从3月份以来我所动物
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对各乡畜禽免疫工作是否落实,防疫员是否



到位,免疫是否按操作规程,是否存在未免疫或拒绝免疫等违
法违规情况实施定期性的监督管理。在4月的春季免疫工作监
督检查中发现未免疫145户,拒绝免疫12户,对这些违规现象依照
《动物防疫法》和《动物免疫管理办法》规定,通知当地防疫
员进行补免处理,同时我所业务人员现场对农牧民进行多次的
关于畜禽免疫、防疫知识等方面的宣传教育,通过宣传教育使
人民对畜禽防疫工作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理解。

(三)强化动物监督执法案件查处,规范办案程序,实行了错案
追究制;上半年来现场纠正违规事件11件,死牛签定1头,死猪
签定16头,死羊签29只,其中形成笔录档案的有2件;立案处理1
件,结案处理1件,无一错案出现。

七、小结 在全县动物检疫队伍的共同努力下,上半年实施动
物产地检疫 14316头(只),产地检疫持证率达100%。屠宰检疫
共11305头(只、羽),无害化处理动物脏器325个;流通动物及
动物产品监督检查共21081头只羽,动物产品共997张(牛羊
皮),消毒运载动物的车辆39次;防疫监督检查共18次,肉食品
安全监督检查11次,案件查处2起,印发上报食品安全办信息5
条,法建办信息2份,总结6份,先后11次协助乡镇兽医站处理畜
禽防疫、检疫事件。对促进我县畜牧业的健康发展,保护公共
卫生安全,做出应有的贡献。

动物检疫员思想汇报 动物检疫监管会议材料(5篇)
篇五

2021年，我站在县畜牧局、**镇人民政府×××动物防疫监
督站的领导和管理之下，认真贯彻执行畜牧事业“一法三
例”及相关法律法规，以保障畜牧业健康发展和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为宗旨，以规范动物防检和兽药饲料管理秩序为核心，
以增强执法能力、提高执法水平为重点，坚持内强素质、外
树形象、从严务实、争先创优的工作方略，努力开创工作新
局面，促进全镇畜牧业行政执行工作上了一个新台
阶。200*年我镇动物检疫收入达到，超额完×××站下达的



计划性经济任务，较圆满地完成了本年度工作任务和经济任
务。

一、逐步规范检疫

1、加强屠宰检疫市场检疫的监督，落实责任，强化管理。我镇
**、**、**、**四个市场，检疫工作都责任到人，并细化经
济任务，保证了本年度工作任务的完成。

2、加强动物交易市场检疫。对来自外县市乡进入我镇市场的
动物以及动物产品，严格查证验物，对没有检疫证明或者证
物不符的，进行补检并收取补检费。在今年夏季邻近县市乡
发生“生猪无名高热症”疫情期间，严格加强市场检疫监督，
严禁来自疫区的动物及其产品进入我镇动物交易市场，确保
了我镇动物食品安全。

1、落实村级动物防疫员。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按照
每1000农户聘用一名村级动物防疫员的标准，我站通过招标
共聘用了十一名村级动物防疫员，并严格按照村级动物防疫
员合同落实防疫责任，兑现防疫员报酬，真正体现“以钱养
事”，确保免疫注射工作落到实处。

2、落实防疫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防疫工作由专人负责，
每年春秋两季防疫，分**、**两个防疫专班以统一作战方式
进行，按照村级动物防疫员合同所签订的村组，村级动物防
疫员为该村组第一责任人进行常年补针，这样层层落实责任，
密切配合，各司其职，顺利完成了全年防疫工作。

3、加大强制免疫力度，提高免疫质量。对口蹄疫、禽流感、
猪瘟、鸡新城疫、羊痘等重大动物疫病实施强制免疫，并严
格实行免疫证、免疫耳标和免疫档案“三位一体”的免疫标
识制度。

三、规范兽药饲料市场管理



200*年5-7月，我站在县动物防疫监督站的直接领导下，对全
镇兽药饲料市场进行了一次全面专项整治，收到了良好效果。
对于已经办理了《兽药经营许可证》的兽药经营门店进行了
年审，对于以前没有办理《兽药经营许可证》的门店进行经
营条件审核，条件合格的发放了《兽药经营许可证》。7月份
对所有兽药经营门店进行了一次全面清查，没收了一批没有
经过gmp认证的兽药生产企业生产的兽药和过期兽药以及违
禁兽药，确保我镇市场兽药产品全部合格。同一期间对所有
饲料经营门店进行了严格的经营条件审核，经营条件合格的
办理了经营条件许可。11月份，全国范围内的“红心蛋鸭
料”添加“苏丹红”事件曝光后，我站又对全镇饲料经营门
店进行了一次彻底清查，并走访调查了所有蛋鸭养殖专业户
和禽蛋加工企业，我镇范围内没有发现销售和使用“红心蛋
鸭料”的事件。

四、抓好耕牛血防查治及扩大化疗

按上级要求，今年7月份我站对全镇的耕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
普查，对疫情进行监测，并于11月份对全镇的耕牛投放了血
吸虫化疗药品。

2021年的工作，我站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一些经
验，但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检疫收费未
完全到位，流失了一部分检疫费;二是产地检疫工作开展不够
全面;三是防疫补针不够彻底，特别是养殖专业户防疫不到
位;四是工作经费严重不足，不得不用奖励工资充抵部分开支
以维持站内资金平衡，人员待遇偏低，工作积极性不够高。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站将克服一切困难，解决工作中存在的
实际问题，严格按上级要求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努力开
创工作新局面，确保我镇畜牧业生产稳定发展和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