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奶牛繁殖工作总结(实用5篇)
总结的选材不能求全贪多、主次不分，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总
结的目的，把那些既能显示本单位、本地区特点，又有一定
普遍性的材料作为重点选用，写得详细、具体。写总结的时
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那么下面我就
给大家讲一讲总结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奶牛繁殖工作总结篇一

轻松申报几十到几千万政府资金的信息服务平台

1、q：养牛场可以申请财政资金吗？

轻松申报几十到几千万政府资金的信息服务平台

a：这个项目的申报的一些主要的硬性条件就是存栏奶牛数量
要在300头以上，规模化标准化养殖，奶牛饲养实行人畜分离、
封闭管理，具有完整的养殖档案；没有患口蹄疫及检出布氏
杆菌病、结核病阳性的奶牛，具有相应的检疫合格证明；项
目要有明确的责任主体。

轻松申报几十到几千万政府资金的信息服务平台

奶牛繁殖工作总结篇二

（一）宁波市生态环境局xx分局

1、收据填写不规范。20xx年1月1日财字第2号，收回节能环保
补助资金16万元，收据大写“拾陆万元整”，金额填写不规
范。

2、党员活动经费支出未附“一事一单”资料。如20xx年6



月31日财字第31号：支付党员活动支出元,未附“一事一单”
资料。

3、记账凭证后无合同。20xx年2月28日财字第8号：付花木租
赁费8640元，属于期间花木费，无期间的花木租赁合同，附
件为期间的花木合同。期间的花木租赁合同，租赁日期存在
涂改现象，涂改未盖公章。

4、低值易耗品管理不到位。如20xx年2月28日财字第13号：
购入文件柜未附入库验收单备，未见备查簿登记。

（二）浙江xx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1、凭证上无会计主管、审核、出纳等人签字盖章，凭证封面
无会计、复核、装订人签字盖章。

2、现金管理不规范，现金收付无相关收据。

3、部分往来款账面挂账人员与银行回单收付款人不符。

4、会计科目应用错误，待摊费用误登记长期待摊费用。

5、银行存款存在按收支差额登记入账。

6、员工自负公租房房租费计入公司管理费用-房租费，未做
所得税纳税调整。

对于本次检查发现的问题，我局已要求二家单位进行了整改，
进一步完善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对财务人员业务素质的
培训，并要求被检查单位今后严格执行各种法律法规和财经
制度。同时，财政部门将加强同有关部门的协助，形成监管
合力，综合治理会计信息失真问题，为会计行业的健康发展
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奶牛繁殖工作总结篇三

(一)各项生产指标完成情况

1、20xx年第三季度各项生产指标完成情况：奶牛存栏7855头，
产奶牛5569头，产鲜奶17336.2吨，日产鲜奶64.3吨，产值
达3814万元(以2.2元/kg计算)。其中××县现已建成了(孙家
坝、月表、绿源、现代、联盟、十里、华达、金沙)等八个奶
牛合作社，有奶牛饲养户305户，存栏奶牛5184头，奶牛合作
社内奶牛饲养数占全县奶牛饲养数的65.9，安装大型挤奶设
备及制冷设备九套，配套手推式挤奶机14套，合作社日产鲜
奶46.3吨，占全县产奶量的72.2。

2、20xx年第四季度各项生产指标预计完成情况：奶牛存
栏7980头，能繁母牛5700头，年产鲜奶达24339吨。

(二)主要技术推广指标完成情况

1、推广牧草种植

推广牧草种植，发展种草养畜是农牧结合的桥梁，牧草种植
是畜牧业发展的基础。20xx年我县计划推广牧草种植饲养奶
牛20xx亩。20xx年我县牧草种植2170亩;主要以一年生黑麦
草为主。

2、推广青贮饲料

20xx年计划推广青贮饲料4000吨，到20xx年10月我县玉米秸
杆青贮8560吨。主要各个奶牛合作社制作为主。

3、推广奶牛冻改

20xx年计划改良奶牛4500头，计划引进优质冻精5000颗，其



中省外冻精20xx颗，20xx年第三季度完成奶牛冻精改良3624
头，受胎率达78.4。

4、奶牛检测工作

奶牛“两病”检测工作：奶牛疫病防控检测工作，我站按市、
县提出的检测目标，20xx年4月17日-20xx年5月24日我站严格
按照《布鲁氏菌病防治技术规范》、《牛结核病防治技术规
范》对月表、十里、联盟、绿源、孙家坝奶牛合作社进行奶
牛两病检测。切实保障了奶牛业的健康发展和消费者的食品
安全。

5、完成20xx年秋季奶牛防疫工作，确保免疫密度保持100。

(三)主要项目完成情况

1、20xx年1月22日，我站对全县14个奶牛冻改员下发了5600支
奶牛良种补贴冻精。

2、20xx年8月4日，我站对全县14个冻改员下发了5000支奶牛
良种补贴冻精。

3、我站定期或不定期下乡到各个奶牛冻改点进行检查(如奶
牛冻精保存、配种情况)。

4、农业部《奶牛良种补贴优质冻精》对全县每户奶牛养殖
户(不管是奶牛合作社或是奶牛散养户)都是平等的对待，每
头配带耳标的成年奶牛免费送2支优质冻精，每头成年母牛产
下一头母犊牛，在此项目中经费补贴每头母犊牛500元。

5、我县在农业部《奶牛良种补贴冻精》支农惠农政策下，使
我县奶牛养殖户得到真正的实惠，20xx年10月我县产出了第一
代奶牛良种犊牛9头，其中母犊牛4头。



6、下一步的工作是对全县奶牛采用《良种补贴冻精》产下母
犊牛进行鉴定核实。

7、奶牛良种项目工作量大，时间周期性长，此项工作正在进
行中。

(四)奶业工作特色：20xx我县出动畜牧技术员配合县保险公司
做好县内能繁母牛保险工作，至20xx年11月止，我县共参加
保险的能繁母牛3722头，现已收取养殖户缴纳保费金
额53.5968万元。目前参加保险死亡能繁母牛303头、××县
保险公司理赔能繁母牛金额151.5万元。

(五)其他工作完成情况

1、本年度计划举办奶牛培训班2期，参加人数达300人
次。20xx年1-10月已培训6期，培训内容，以提高奶牛改良技
术员的工作素质，培训人次达132人次。

2、统计报表上报工作

主动与县统计局和业务部门联系，完成了各种报表，按时、
按质、按量上报。

3、科技推广与信息上报工作

参加县科技局组织的三下乡活动工作2次，宣传奶牛良种、良
法、良料是奶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宣传奶科学饲养管理知识，
奶牛的常规病预防及防治，疫病防疫的重要性;发放科普资
料200份;全县上报县农业局信息科信息4条。

4、参加并协助省、市的各项奶业调研工作。

5、抓好我县生鲜奶牛质量和安全



6、兼顾××县奶业协会工作。起到政府、企业、养殖户、合
作社和消费者之间桥梁和纽带作用，并成为奶业合作组织和
养殖户的行业之家。

(1)不断完善奶牛合作社“五统一”的管理原则，即：统一品
种改良;统一疫病防治;统一饲草料供给;统一饲养管理;统一
机器挤奶。

(2)监督管理鲜奶收购工作，协调各鲜奶收购点，杜绝鲜奶中
掺杂掺假现象，维护饲养户和消费者的利益，保证奶业生产
健康发展。

1、至20xx年11月，王文明,××县新街大西村人，在晋城赖
山建设《兴隆奶牛农民专业合作社》，养殖规模达1500头，
目前《兴隆奶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工，
该合作社现已饲养奶牛350头。

2、至20xx年11月，马敏尚昆明人，在晋城南山村建设《晋城
宏尚奶牛农民专业合作社》养殖规模达1200头，目前《兴隆
奶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工，该合作社
现已饲养奶牛430头。

3、至20xx年11月止从跑马山、呈贡等搬迁来我县的奶牛，晋
城镇畜牧兽医站已组织乡村兽医技术员积极采取奶牛防预措
施。

1、奶牛疫病防治力度不够，特别是针对整个合作社还要进一
步加大疫病防治的力度。

2、但由于今年对滇池范围内限制畜禽养殖以来，对我县奶牛
合作社及部分奶牛散养户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我县的(月表、
十里、金沙)三个奶牛合作社在“禁养”区内，严重地打击了
我县(月表、十里)奶牛养殖户的积极性，出现了奶牛养殖户
思想不稳定现象。



3、20xx年我县月表、十里奶牛合作社在滇池流域“禁养”区
内，十里奶牛合作社新址建设基本完工，20xx年11月9-11日进
行搬迁工作。十里奶牛合作社搬迁工作已完成。月表奶牛合
作社新建设的奶牛合作社，至今还没有协商好，月表(一社)
奶牛合作社搬迁延期。

4、合作社饲草供给严重不足，需大力推广牧草种植来提供优
质饲草，三年前我县饲养奶牛集中的乡镇采用农田种草饲养
奶牛有更好的经济效益。但是近两年随着我县花卉种植面积
的不断增加，过去租用的稻田每亩才500元;现在每亩1600元，
饲养奶牛的养牛户租不到田地种植牧草，对我县奶牛养殖户
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牧草种植推广工作比过去难开展。

(一)今后的打算

1、认真总结回顾以往的工作，努力争取完成今年末完成的各
个项目。

2、加强我县生鲜牛奶生产和质量安全管理工作

在全县范围内推广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无公害食
品奶牛饲养饲料使用准则》ny5048-20xx、《无公害食品奶牛饲
养兽药使用准则》ny5046-20xx、《无公害食品奶牛饲养管理使
用准则》ny5049-20xx等标准，通过开展无公害生鲜牛奶生产
技术培训工作，让每一位饲养户都掌握无公害生鲜牛奶的生
产技术;通过行业协会执行按质论价，提高符合标准的生鲜牛
奶的价格，用价格杠杆促使饲养户执行行业标准，生产无公
害牛奶。

3、加大对合作化饲养奶牛的扶持力度

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尽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加快农
村经济的发展，当前突出的矛盾是，一家一户分散的小规模
生产与瞬息万变的大市场难以协调发展。积极争取国家、省、



市对合作化农村经济组织的项目扶持，建设现代新型的农村
经济合作社。

4、加大力度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大力推广牧草种植

推广牧草种植，是我县实施“优质奶源基地”建设的物质基
地，首先保证生产出无公害的牧草，才能生产出无公害的牛
奶。种植牧草也是高速农村产业结构，改“二元”种植结构为
“三元”种植结构的一条有效途径。一方面加大推广牧草种
植的力度，争取省市项目扶持的同时，举办牧草种植培训班，
奶牛饲养培训班，营养知识培训班，让饲养户理解种草养畜
在畜牧业生产中的生大意义及科学种植牧草的知识。加一方
面，配套制订相应的按质论质论价政策，通过价格杠杆让每
一位饲养户把种植牧草饲养奶牛形成牛奶生产中的自觉行为。

5、建设奶牛质量监测体系，奶牛疫病防制体系

条件成熟时，建设生鲜牛奶质量监测实验室，配套相应的鲜
奶收购按质论价政策，形成牛奶质量监测体系，对所有牛奶
的质量进行监控，实施按质论价到每一户饲养户，促使农户
改善饲养管理，种植牧草饲养奶牛，生产优质、安全、卫生
的无公害牛奶。

完善现有的奶牛疾病医疗体系，建设奶牛疾病检测实验室，
奶牛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落实人员，经费、办公地点，建成
奶牛疫病防制体系。有效防止重大疫情在奶牛饲养上的发生
和传播，同时在烈性传染疾病得到有效防制的基础上，加强
对乳房炎等常规疾病的防治，充分保证奶牛健康，为奶牛饲
养业保驾护航。

6、奶牛品种改良工程

××县奶牛单产很低，一般公为4000千克左右，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饲养管理落后，饲料搭配不合理，另一方面是由于



品种不良，良种荷斯坦奶牛不多造成，在改善饲养管理，合
理调制饲料的同时，加强奶牛品种改良，通过对奶牛体况的
线性评定等方法，合理选择公牛加以改良，做到有的放矢。
加强对奶牛冻精的管理，提高奶牛冻精质量。杜绝无后裔测
定的奶牛冻精在我县使用。争取3-5年的时间，通过品种改良
使我县奶牛单产平均增高500-1000千克。

奶牛繁殖工作总结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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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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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牛繁殖工作总结篇五

2016年6月17日在**委幼儿园混龄四班老师及家委会的组织下，
全班36名儿童在各自家长的陪同下共同参观了湟中县土门关
互邦奶牛场，参观完奶牛场后进行了野餐活动。

这一天早上，孩子们怀着格外激动的心情踏上了探望奶牛妈
妈和奶牛宝宝的旅途，一路的欢歌笑语声过后，我们终于到
达了奶牛养殖场。刚下车，我们便闻到了浓郁的“大自然”
味道，奶牛场工作人员还给大家品尝了自制的酸奶，终于要
和奶牛朋友们来个亲密接触咯！在讲解员叔叔的带领下，参
观了挤奶工作间、牛舍、奶牛草料间，孩子们看到了模样娇
小可爱的小奶牛们，当孩子们看到一群群的奶牛时的神情是



那么的好奇、专注和投入：他们看到奶牛吃草料会讨论；看
到奶牛解小便拉粑粑会惊呼；看到奶牛身穿不一样的花衣裳
会欣喜；看到奶牛耷拉着耳朵淌口水会嬉笑不止。最后还和
奶牛合了影。

通过观察和听讲解员叔叔的介绍，孩子们对牛的外形特征和
生活习性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知道牛是人们喂养的动物，它
与人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生活中少不了它，并激发了
幼儿爱牛的情感。活动过程中，幼儿探索欲强，人人给牛喂
草，看牛吃食物的样子、睡觉的样子、有的孩子还模仿牛的
叫声，整个活动孩子们兴奋不已。参观完奶牛，在工作人员
的带领下还参观了蔬菜种植基地，工作人员告诉大家奶牛场
的牛粪是种植蔬菜的最好有机肥料，孩子们看到了平时自己
吃的黄瓜、西红柿、菜花、青椒等蔬菜的生长情况，通过工
作人员采摘孩子们还吃到了新鲜的黄瓜，通过蔬菜种植基地
的参观，孩子认识到每一种我们平时吃到的蔬菜，从种植到
生长再到我们的餐桌是经过了很多人的辛勤劳动，使孩子懂
得食物来之不易，要珍惜。

参观完奶牛场，我们在离奶牛场不远的草地上进行了野餐活
动，有山，有水，有草地，有孩子，有老师，有家长，还有
各自带的美食，大家吃的不亦乐乎，孩子玩的更是开心至极。
餐后还进行了爬山活动。

时间匆匆地过去，大家踏上了回园的车。通过本次参观体验
活动，孩子们的课堂从教室、幼儿园走向社会，加深了对奶
牛的了解，点燃了孩子们探索动物世界奥秘的兴趣，为他们
的学习开辟了新的渠道，通过野餐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到了来
自大自然的新鲜气息，而且还增进了亲子间的情感交流。对
于他们来说，这真是一次难得的开阔眼界、接触自然的社会
实践之旅，此次活动很成功，具有非凡的意义和价值。

2016年6月23日



排队准备参观喽

这是挤奶间

和牛牛合影

已到山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