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动物防疫工作亮点 个人动物防疫
工作总结(汇总5篇)

总结不仅仅是总结成绩，更重要的是为了研究经验，发现做
好工作的规律，也可以找出工作失误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
是非常宝贵的，对工作有很好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在今后工
作中可以改进提高，趋利避害，避免失误。大家想知道怎么
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总结吗？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
的总结书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动物防疫工作亮点 个人动物防疫工作总结篇一

20xx年全年实现牛存栏1xx0头，出栏800头，羊只，出栏只，
猪存栏头，出栏头，鸡存栏28万羽，其中肉鸡存栏xx万羽，
出栏肉鸡62万羽。

实现养猪场集约化、标准化、规模化养殖。20xx年东巴柳吴同
运、杨营田如民、沙南蔚承金规模养猪场，在建前、建中、
建后跟踪指导，全方位服务，共建设自然养猪法猪舍近3000
平方米，位居全县第一；整合李村养殖场散、乱、小现状，
积极引导协调，促其形成初具规模的养殖小区模式，这个养
殖小区已报告畜牧局，进一步加强管理，合理布局，做出特
色。

全镇20xx年新建规模养殖场27家，其中西张圈村张庆桥养殖
场新建猪舍87间，年可实现出栏1800头—2000头生猪。建设
规模、建设标准、生态功能都极具代表性。

20xx年防疫又是任务重，责任大的一年，全年不仅有效实施
了春秋两季重大动物疫病防疫，还在十一运会期间、疫病流
行期间加强免疫两次，进行了以下免疫工作。

1、猪、牛、羊w免疫，全年共免疫猪头、牛760头，羊只。



2、猪兰耳、猪瘟免疫共免疫头。

3、禽流感免疫：全年免疫禽32万羽。

在进行重大动物疫病免疫的基础上，20xx年还对全镇流行疫病
普查4次，免疫监测生猪xx0头，牛32头，_70羽，羊260只，
全镇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全年实现了应防尽防，不留死角
的工作目标，确保了养殖业健康安全发展。

检疫监督执法，严格执行国家行业标准，搞好产地检疫、加
强运输检疫、严格屠宰检疫。搞好以检促防，防检结合，多
渠道控制疫病传播，促进免疫有效实施，保障群众食肉安全，
保护养殖环境健康，实现外疫不入侵，内疫不外传的防控目
标。

20xx年是继20xx年中央惠农特别是泽及畜牧业的又一大年，
主要惠农政策有：能繁母猪补贴、优质后备奶牛补贴、能繁
母猪保险补贴这三项。

全镇1786头能繁母猪一头不漏的实现了每头xx0元的补贴和每
头48元的保险补贴，全年共死亡能繁母猪112头，全部获得保
险理赔，共赔付元，极大的保护了养殖户的经济利益，降低
了养殖风险。优质良种后备母牛全部经过县镇两级审核验收。
兽医站在补贴工作中严把关、严管理，严肃责任和纪律。对
全镇能繁母猪和后备奶牛均进行两次检查，未出现一例虚报
和漏报。

加强与养猪户的沟通和交流，及时捕捉有利信息。兽医站对
全镇xx9家规模养殖户建立详细饲养档案，及时掌握各养殖场
的饲养、用料、用药、防疫、购销等情况，发现情况及时处
理，尽可能为养殖户规避风险，降低损失，使养殖户积极性
不致失落，进一步影响养殖市场稳定。今年共举办三次培训
班，全部聘请专家教授讲课，对养殖技术和疾病防治很有帮
助，确保了养殖及肉品安全。



今年还洽谈了两户外商投资养殖，一是于楼村养猪场由张衍
振书记牵头：二是曾庙村奶牛场，由刘玉银举荐，兽医站均
跟上服务，力争让外商落户沙河站镇，为我镇畜牧事业注入
更大活力。

20xx年工作存在的不足主要有：

1、土地和资金等瓶颈问题还一时难以解决，规模化、集约化
养殖仍有难度。

2、防疫工作仍需进一步加大力度，在确保密度和质量上下功
夫。

3、服务措施滞后，技术交流和信息沟通尚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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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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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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好同步消毒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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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镇共存栏生猪xxxx头；
牛存栏xxx头；鸡存笼xxxxxx羽；鸭存笼xxxxxx羽。其中猪口
蹄疫免疫xxxx头，密度100%;牛口蹄疫xxx头，密度100%；猪
瘟免疫xxxx头，密度100%；蓝耳病免疫xxxx头，密度100%；
禽流感免疫 xxxxxx羽，免疫密度；鸡新城疫注射xxxxxx羽，
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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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所分片指导。

3、落实责任

镇与村，分所与村级防疫员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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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物资管理差的相关责任
人，将按照责任书有关条款追究责任。

（三）防疫经费落实情况

上半年我镇划拨防疫经费xxx元，用于人员培训、药品、物资



采购、防疫应急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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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xx

20xx年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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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人民政府

尊敬的各位领导：

大家好！

首先热烈欢迎上级领导莅临我镇检查指导工作，我谨代表xx
镇就动物防疫工作情况向各位领导汇报，不正之处请予批评
指正。

一、主要工作指标完成情况

我镇动物防疫站有专职动物防疫员6名，村防疫员19名，负责
个村、个社区和原种场的动物防疫工作，共涉及 个组，户，
人口总数 人。我镇有养殖户 户，其中养殖大户 户。全镇共
存栏猪 头，其中能繁母猪 头，牛 头，羊 只，鸡 羽，鸭
羽，鹅 羽。

按照县2012年动物防疫工作方案的进度要求，我镇春防工作
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宣传发动，3月8日至3月10日在各村、
社区和原种场广泛宣传发动，营造动物防疫工作氛围，并完
成了牲畜存栏情况的摸底工作；第二阶段是3月11日至3月31
日完成猪瘟，猪、牛口蹄疫的免疫，4月1日至4月25日完成猪
蓝耳、禽流感的免疫；第三阶段为4月25日至4月底，查漏补
缺，自行检查验收。

目前猪瘟、口蹄疫的免疫率达100%、挂标率100%，高致病性
猪蓝耳病、禽流感的免疫率均达98%、挂标率100%。

二、具体措施

1、加强领导，落实目标责任。镇党委、政府对动物防疫工作



高度重视，成了镇畜牧疫病防控领导小组，并于3月8日召开
了全镇三级干部会议，在认真研究全镇动物防疫工作形势的
基础上，结合我镇当前动物防疫工作的特点，进一步做
好2012年动物防疫工作的安排部署。按照政府保密度、业务
部门保质量的动物防疫双轨目标责任制的要求，镇政府与各
村、社区，镇动物防疫站与村防疫员，分别签订目标管理责
任状，全面落实责任任务，从制度上保证了动物防疫工作的
严格落实。

2、强化督查，确保防疫进度。为了保证春防工作落到实处，
我镇成立了防疫工作督查小组，对防疫工作全程督导检查，
重点对春季防疫工作进行了3次督查，并协调解决防疫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对拒绝接受动物防疫的养殖户进行劝说引导，
增强广大群众动物防疫意识，确保了防疫工作的扎实有效开
展。

3、加强培训，促进科学防疫。我镇除了安排3000元动物防疫
工作经费外，还为每名村防疫员安排500元的劳务配套资金，
并定期开展业务培训。镇动物防疫站于3月7日对全镇19名村
级动物防疫员进行了一次集中的业务培训，对免疫接种、疫
情巡查、病死动物的处理等重点课题进行了系统学习，切实
充实了业务知识，提高了业务技能水平。在防疫过程中,我们
始终要求防疫人员从严遵守免疫技术操作规程,严格做到“消
毒严、部位准、剂量足”,杜绝了防疫注射中“打飞针、打跑
针”的现象,提高了防疫密度和质量,保证了防疫效果。

4、强化免疫，夯实防疫基础。一是以本站人员为主，实行分
片包村、责任到人，继续推行“乡免疫周、村免疫日”制度，
每个月的1日到7日为下乡免疫周，确保每个村、社区每月都
有一天的免疫日安排，以此开展常年补免工作；二是统一时
间，集中免疫，充分集中利用卫生资源，扩大活动声势，提
高免疫接种率和强化成本效果；三是在防疫过程中，做到村
不漏户，户不漏畜、畜不漏针，头头注射、头头免疫，彻底
清除了免疫死角，确保了免疫全覆盖、高密度。



三、防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基层技术力量薄弱，亟需对现有人员进一步系统的培训和
加强专业技术力量的充实。

2、乡镇动物防疫员和村级防疫员待遇偏低，影响工作积极性，
也易导致基层防疫队伍的不稳定，影响工作的进度和持续性。

3、动物防疫经费偏低，办公经费不足，防疫设备、物资跟进
滞后。

四、今后要抓的重点工作

2、坚持常年补针、杜绝重大疫情发生。

3、强化疫情监测措施，严把检疫关。

4、努力提高业务水平，提升队伍整体素质，确保一方平安。

我镇动物防疫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与上级的要求
和群众的期望还有一定的差距，今后我们将努力向先进兄弟
乡镇学习，进一步夯实基础，加强宣传，强化责任、创新机
制，圆满完上级布臵的各项工作任务，推动我镇畜牧业更好
更快发展。

二0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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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区水生动物病害发生的现状

我区水产养殖品种主要为常规品种，主养品种8种，养殖模式
涉及池塘、湖泊、滩涂、山塘水库等多种模式。由于养殖品
种较多，养殖模式丰富，疾病的种类也广泛。疾病的主要种



类有：病毒性疾病、细菌性疾病、真菌性疾病、寄生虫病、
藻类、水质恶化导致的疾病、营养不均衡导致的疾病等。其
中病毒性疾病主要有草鱼出血病。细菌性疾病主要有出血病、
肠炎病、烂鳃病等。真菌性疾病主要为水霉病。寄生虫病主
要有车轮虫病、孢子虫病、指环虫病、中华鳋虫病及锚头鳋
虫病等。营养性疾病主要是草鱼、青鱼养殖过程中发生的疾
病。由于养殖水体恶化和养殖环境污染导致的渔业损失也基
本每年均有发生。虽然其他病害也有检测到阳性结果，但总
体导致的危害和损失较小。

5-9月是病害种类发生以及导致死亡的主要季节，如细菌性疾
病、病毒性疾病、大多寄生虫病、营养性疾病以及水质恶化
等；冬春季是水霉病高发季节；春季、秋季是车轮虫、指环
虫的发病高峰季节。

各类疾病中，引起严重损失的主要为病毒性疾病、细菌性疾
病以及营养性疾病等。养殖模式与疾病导致的经济损失密切
相关，池塘养殖因疾病导致的损失显著高于湖泊或水库养殖。

2、我区水生动物病害控制的现状

随着对各种养殖对象病害研究的深入，疾病控制能力不断提
高，总体而言，对各类疾病的控制较为有效。特别是对草鱼
病毒性出血病、鲫鱼孢子虫病、各类细菌性疾病、鲢鳙鱼出
血病、鳊鱼出血病的防治，我区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完全能
够控制它的发生或发展。

近年随着健康养殖技术尤其是水质调控技术的大量应用，病
害发生频率以及导致的损失率逐年下降。但因为种质的退化、
养殖产量的提高、病害防治知识推广的不全面、养殖户水平
参差不齐、水体环境的恶化、技术人员力量薄弱、工作经费
及硬件设施的缺乏等因素，每年因病损失的绝对量仍在递增。



动物防疫工作亮点 个人动物防疫工作总结篇五

一、学习与实践同步，做好动物防疫工作。

动物防疫工作关系到辖区百姓的身体健康和社会的稳定。
在2015年在动物防疫工作中，认真学习动物防疫法等相关知
识以外，虚心向其他同事学习防疫经验，确保所包镇的防控
工作顺利完成。

第一、疫苗领取。疫苗领回后，及时通知所包镇兽医站人员
领取，保证了疫苗的有效性。

第二、防疫工作责任到人。根据市区防疫文件的'总体目标和
中心防控会议会后对各镇(办)防疫的的要求，及时了解所报
镇对防疫工作的开展、人员的分配和疫苗的领取情况进行初
步的了解，使自己对包镇的防疫工作开展情况做到及时掌握。

第三、防疫进度。对镇畜禽注苗情况进行统计并及时上报，
确保防疫进度的准确性。

第五、积极参加培训活动。为更好的学习动物防疫知识，服
务三农，我积极参加春秋防疫培训会、奶牛养殖的培
训、**区标准化养殖培训会等培训活动，了解最新的防疫知
识和养殖技术，提高了防疫技能。

二、数据和信息上报。

依据省市区的文件总体目标及要求，我及时上报各类数据信
息，确保数据完整性和信息的及时性。第一、防疫信息。按
照市区的文件要求，防疫期间，对各镇办报送的防疫进度汇
总后上报市区相关部门，使上级业务部门更好的了解防疫情
况;第二、数据汇总。根据省市区的相关文件要求，对能繁母
猪、渭河流域规模养殖场(区)粪污处理情况、2015年**西畜



禽生产单位和规模户摸底调查表等数据进行汇总并及时上报
市区局;第三、兽医站资料规范。为更好的使镇(办)兽医站的
防疫资料规范化，按照中心要求对各镇2012-2015年动物防疫
资料进行了整理，做到有据可询。第三、养殖信息。每月8号
上报养殖信息，通过养殖场的养殖数量的变化，更好的为省
市区制定养殖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三、存在问题和不足。

业务能力距离个人目标还有一定差距，专业素质与领导要求
还有很大的距离。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认真学习业务知识和技能，在新的一年使自己的业务水平有
一定的提高。

个人在工作中虽然还有一些不足，但我相信，用心工作可以
把工作干对，用力可以把工作干好，用脑可以把工作做精，
相信通过努力，使不足之处得以完全的改正，使自己的业务
水平有所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