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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是一种常见的书面形式，用于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
出建议。它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包括学术研究、商
业管理、政府机构等。通过报告，人们可以获取最新的信息，
深入分析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报告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吧。

畜牧兽医职工工作总结 畜牧兽医工作总结报告篇一

一、动物防疫工作

根据上级业务部门的安排，积极配合站上其他同志，每年春
秋两期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了牲畜儿疫苗和耳标的配打任务及
常规疫苗的注射。防疫工作是乡站工作的重中之重，多年来
根据工作需要，每个基层畜牧兽医工作者都有各自的防疫责
任区，由于我工作认真负责，措施得力，做到了“村不漏户，
户不漏畜，应免尽免”的工作目标，保证了当地畜牧业生产
的健康发展，个人的防疫责任区未发生大的疫病流行。每年
在进行春秋两期防疫的同时，加强寄生虫病的防治，主动去
农户家中送医送药上门服务，讲解动物寄生虫病的防治方法，
保障了畜牧业生产的健康发展。

二、检疫工作

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动物检疫法》规定的操作规程进行在对
猪的检疫执行中，从宰前检疫到宰后检疫的每一个步骤都非
常细致，确保群众吃上放心肉。几年来，对检疫检出有问题
的牲畜的屠主做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且按有关规定做好
无害化处理，减少和避免了问题牲畜的上市销售，保证了群
众吃上放心肉，从而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三、门诊治疗及技术宣传推广工作

近年来，随着机械化程度的.加快，农区役畜饲养量较上世纪
有所减少，但山区农业还是离不开役畜。随着人民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畜牧业生产的重要性显得尤为突出。我精心诊
治每一头(匹、只)患畜，对不懂的病患虚心请教同行，尽量
减轻群众负担，更加注重社会效益，每当遇到来站诊疗患畜
或买药的群众时，向他们认真讲解科学养畜的常识，对养畜
大户鼓励他们建设合理的棚舍，暖棚养畜是他们不可或缺的
设施，是冬季御寒的重要保障，春秋两季防疫时，田间地头，
村口院落是我们畜牧兽医工作者向群众讲解科学养畜的好课
堂。随着畜牧兽医事业的迅速发展，我不断吸收应用新理论、
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了解和掌握畜牧兽医科技的新动
向，及时向广大群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资料，并与养殖户共
同探讨最佳生产方式，促进科学饲养。同时开展畜禽养殖环
保达标治理，使自己在业务方面有长足的进步，受到了上级
部门的充分肯定和群众的一致好评。

四、草原保护及牧草种植工作

草原生态荒漠化治理工作刻不容缓，人工种植牧草是我们每
年必做的工作，每年，我们积极配合草原站及其他同志耐心
向群众讲解紫花苜蓿的种植技术及虫害的防治知识，不仅要
保证任务面积的落实，还要保证出苗和长势良好，顺利完成
了紫花苜蓿的种植任务。

五、学习和提高

畜牧兽医工作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要做好该项工作必
须掌握大量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多年工作中我
一直抓紧空余时间进行学习，通读和熟悉有关专业知识，并
利用所学理论知识在工作中实践，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业务水平不断提高。经常参加上级部门组织的业务培训，并
都通过考试。20__年和20__年连续两年年度考核被县畜牧局、



县农牧局评为优秀等次。多年来我一直在基层从事畜牧兽医
工作，在工作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加上长期的
专业知识学习和业务培训，我已具备了较系统的理论知识和
专业技术水平，熟练掌握了各项操作技能，积累了丰富的工
作经验，在技术业务水平、管理能力以及应变能力等各方面
都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更加刻苦学
习，力争把专业技术水平提得更高，创造性的开展工作，更
好地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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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在乡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和关系下，在全体干部职工
的大力

我始终把重大动物防疫做为日常工作之首抓实抓好，认真落
实各项免疫措施，认真开展了口缔疫，羊痘等重大动物疫病
的免疫注射工作。平时加大工作力度，做好春秋两季牲畜防
疫和药浴工作，把驱虫药按时送到农牧民群众的手中，在力
所能及的情况下治疗牲畜疾病，我自己没有能力治疗的疾病
上报领导，安排有经验的兽医进行治疗。加大畜牧惠农政策
和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知识的宣传工作，同时做好了相关档案
和记录，做到按时上下班，遵守单位规章制度，确保我负责
的每项工作具体落实到处。

(一)技术推广工作：随着畜牧业的迅速发展不断吸收应用国
内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了解和掌握畜牧兽医
科技的新方向及时向广大群众有价值的信息资料，并与有关
科技人员交流学习。

严格遵守单位各项规章制度，按时上下班，按时，保证保量
的完成上级安排的工作，加强跟农牧民和同时之间的团结，
继续抓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和疫情监测工作，进一步转变工
作作风，以更加务实的作风和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加强学习，
补充短板，克难奋进，扎实工作，圆满完成各项目标。



总之，20xx年的工作当中虽然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但我做到
了尽职尽责了，我已经把自己的全部的精力用在了畜牧工作
上，相信我20xx年工作中会做的更好!我将继续为农民服务，
继续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技术，相信20xx年的工作一定会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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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xx年的主要工作

(一)圆满完成全年畜牧生产的各项指标。

今年，全区生猪存栏1200头，出栏生猪1360头;牛存栏2100头，
出栏牛9600头;家禽存笼11.5万羽，出笼51万羽。全年累计完
成肉类总产1870吨，禽蛋总产量192吨，畜牧业产值4500多万
元，占农业总产值的61 %。

(二)狠抓动物防疫工作，保障畜牧业的健康发展。

1、狠抓强制免疫工作。年初，区公所与四个小乡签定畜牧业
生产及重大动物疫病防治目标责任书，集中开展春秋两季的
动物免疫工作。严格按照"一畜一标一证一针一帐"五个一的
要求，坚持做到"四不漏"(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畜、
畜不漏针)，全年共免疫注射口蹄疫苗0.68万头，禽流感疫
苗52.95万羽份，注射猪瘟苗 0.21万头份，防疫密度均达98%
以上。对规模养殖和农村散养畜禽建立了防疫档案，对免疫
情况实行跟踪制度。全区疫情稳定，没有发生大的疫情。

3、加强防疫知识培训，提高综合防治水平。

加强规模养殖专业户的培训工作，有针对性举办规模养禽大
户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知识培训班，规模肉牛养殖大户防疫
技术培训班，传授防疫、消毒、饲养等科学技术，提高大户
综合防疫水平，并以此带动全乡的防疫工作的开展。



(三)突出抓好肉牛养殖，保证牛肉供给。

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国家产业政策
方针的指导下，区委、区公所高度重视肉牛业的发展，积极
加强政策引导，加大资金投入和扶持力度，结合本地区、本
民族的特点，把发展肉牛养殖及其产品加工作为调整产业结
构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专门建立了冻精改良站、农田种草
养牛示范基地，设立良种小牛补助(200元/头)、肉牛规模养
殖补助(养殖规模上100头的每户一次性补助10万元)、建饲料
青贮池，加强疫病防治等。每年投入防疫经费和扶持款等20
多万元。20xx年，全区共有养殖规模上100头的养殖户3户，期
末牛存栏2100头，出栏9600头，肉产量1600吨，产值多万元。
现有肉牛屠宰户18家，年屠宰量达2万头，鲜肉批发销售到个
旧及邻近县、市大中型市场。目前，饲养的品种是西门塔尔、
利木赞、夏洛来、鲁西黄牛等优质肉牛品种，养殖方式主要
是异地育肥和集中短期育肥，生产周转快，出栏率高，利润
可观。通过积极引导养殖户和加工企业以市场为导向，依靠
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不断调整优化肉牛养殖业和加工业
结构，以户养为基础，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加快品种改良步
伐，积极探索良种繁育、生产、加工、销售及技术服务一条
龙的经营管理模式和产业化机制，使我区优质肉牛的生产及
其产品加工成为畜牧产业中最有活力的产业。

(四)牛干巴加工独具特色。

牛肉产品加工是延长产业链、转化增值的重点。随着沙甸肉
牛养殖业的快速发展，牛肉产量的增加，牛肉产品深加工越
来越受到关注，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依靠，是肉牛业发展的
动力。沙甸的牛肉产品加工历史悠久，干巴是回回民族生活
的必须品，其加工更是具有民族特色。从1989年开始发展至
今，沙甸已有好牛(即雷云)、干巴老二、莲花缘等三十多家
牛肉加工厂，他们都建有加工车间、冷库、产品陈列室等，
形成了一定规模化生产的流水线，具备了一定的加工能力。
并且沙甸的牛肉产品加工已有近百年历史，具有浓郁的穆斯



林风味和地区性(产品由大清真寺监制)，已形成了固有的传
统和特点。经过多年的探索和不断创新，产品已发展到牛肉
干巴、油淋干巴、牛须丝、干巴丝、麻辣牛肉干、牛肉酱等
十多个品种，主要销往省内各地和广州、深圳、北京、上海、
香港等地，部份产品还走出国门，远销泰国、巴基斯坦及沙
特阿拉伯等国家。产品深受顾客的欢迎，出现供不应求的状
况，具有良好的市场潜力和发展前景。

(五)做好能繁母猪养殖补贴兑现工作。

今年猪肉价格上涨，党中央、国务院对能繁母猪养殖实行补
贴政策，每头母猪补贴50元人民币，我区精心组织人员对全
区的母猪养殖户进行调查、登记上报，对我区69户农户养殖
的135头母猪进行了养殖补贴发放。共发放养殖补贴6750元。

二、今年的工作经验总结

(一)领导重视，是畜牧业发展原动力。

区委、区公所及市畜牧局的主要领导重视，分管领导亲临视
察指导畜牧兽医方面的工作，尤其对牛干巴加工厂的宣传、
引导，肉牛养殖大户的兑现补助奖励，饲养管理和防疫灭病
等各项工作都做出了重要的指示和落实。

(二)、增加科技含量，向科学要效益。

1、肉牛育肥配套技术，主要采用"良种牛，拴系喂，补精料，
青贮草，驱虫防疫"五项配套技术，搞高生产水平。

2、推广五化管理技术，即："品种良种化，管理规范化，营
养科学化，环境卫生化，防疫程序化"。

3、技术培训。畜牧科人员深入养殖户，走进养殖场进行技术
指导。在全区举办畜牧养殖培训班2期，参加人数达100多人



次。提高全体养殖户的整体素质。

4、肉牛冻精改良技术，在我区进行了推广并产生了可喜的经
济效益。

(三)疫病防治是畜牧业发展的保障

今年的畜禽疫病防治，畜牧科技人员走村入户，亲自操作，
对全区的牛、生猪注射口蹄疫2次，猪瘟、猪丹毒、猪肺疫疫
苗春秋各1次，禽流感疫苗春秋各1次，并及时地进行补针。
防疫密度达到99%。杜绝了畜禽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

三、存在问题

(一)畜牧业生产规模较小，生产水平低，对市场和价格信息
变化反应滞后，承担市场风险能力较弱。

(二)动物疫情形势复杂，防疫压力大。

(三)养殖管理滞后，标准化生产制度不够健全。

(四)规模化养殖与环境污染的矛盾日趋严重。

(五)兽医站人员少、任务重、压力大。

四、20xx年工作要点

(一)进一步加强动物疫病防治工作，力争不出现重大疫情。

(二)积极加强政策引导，使肉牛养殖和牛干巴加工标准化、
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三)加强良种繁育体系建设。

(四)加强畜牧业新技术的推广。



畜牧兽医职工工作总结 畜牧兽医工作总结报告篇四

一、动物防疫工作

自20xx年机构改革以来，本人一直在xx镇从事畜牧兽医工作。
坚持按照上级春秋两季突击免疫、常年补针的工作要求。几
年来本人分片包干的xx村、xx村、xx社区三个村委的动物防
疫工作在村防疫员的协助下实现了"免疫密度100%,免疫抗体
保护率达85%以上"的防控目标，通过努力，本辖区内的动物
防疫工作连续几年处于全镇前列。今年初在大家还沉醉于浓
浓的春节气氛中时，我们已经忙于进村入户对家禽进行禽流
感免疫工作，大年初二自治区检查组到我镇对禽流感防控工
作进行随机检查，在本人所管辖的xx村委进行了详细检查，
免疫密度达100%,对本人的禽流感免疫工作竖起了大拇指，并
在全县禽流感防控检查工作总结 会上特别表扬了本人的禽流
感防控工作。

二、检疫工作

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动物检疫法》规定的操作规程进行在对
猪的检疫执行中，从宰前检疫到宰后检疫的每一个步骤都非
常细致，确保群众吃上放心肉，几年来，经本人检疫检出有
问题的生猪4头，有问题猪肉280斤，并对这些问题猪及其产
品的屠主做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且按有关规定做好无害
化处理，减少和避免了病死猪肉的上市销售，保证了群众吃
上放心肉，从而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三、技术推广工作

随着畜牧兽医事业的迅速发展，不断吸收应用国内新理论、
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了解和掌握畜牧兽医科技的新动
向，及时向广大群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资料，并与有关科技
人员和养殖户共同探讨最佳生产方式，促进科学饲养，同时
开展畜禽养殖环保达标治理。使自己在业务方面有长足的进



步。独立承担了二元母猪繁育技术、生猪高热病防治技术等
多项推广工作，受到了上级部门的充分肯定和群众的一致好
评。

四、学习和提高

畜牧兽医工作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要做好该项工作必
须掌握大量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 经验，在多年工作中我
一直抓紧空余时间进行学习，通读和熟悉有关专业知识，并
利用所学理论知识在工作中实践 ,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业务水平不断提高。目前正参加广西大学动物学院畜牧兽医
本科专业的学习，经常参加上级部门组织的业务培训，并都
通过考试。本人获得了动物检疫员证书以及全国专业技术人
员计算机能力应用考试合格证书。20xx年和20xx年连续两年
年度考核被县人事局评为优秀等次。今年发表了《仔猪黄白
痢的防治》和《提高母猪产仔数的技术措施》两篇个人独著
的学术论文。

多年来我一直在基层从事畜牧兽医工作，在工作的各个方面
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加上长期的专业知识学习和业务培训，
我已具备了较系统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水平，熟练掌握了
各项操作技能，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在技术业务水平、
管理能力以及应变能力等各方面都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在
今后的工作中，我将更加刻苦学习，力争把专业技术水平提
得更高，并创新开展工作，更好地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群众
服务。

畜牧兽医职工工作总结 畜牧兽医工作总结报告篇五

一、个人专业技术基本情况

本人在本科阶段的专业为草业科学，在畜牧方面主要学习了
牧草与草坪草育种学、牧草与饲料作物栽培学、饲草调制加
工与利用学、饲草营养价值评定、动物营养学等相关专业，



在优质牧草与饲料作物生产、牧草加工调制、饲草营养价值
评定等方面具有较强的技术和能力。

参加工作以后，能够坚决服从领导的各项安排，虚心向单位
老前辈等请教，以充实自己的工作经验与能力。在认真干好
自身岗位职责工作的同时，还发挥自身优势主动协助其它同
事完成单位工作。在工作之余，自觉不断学习各类畜牧养殖、
动物疫病防治相关的各类专业技术知识，并在实践中逐渐提
高自身业务综合水平。

二、任现职以来技术工作

1、新建规模养殖场(小区)设计工作。参与了全县30多个新建
规模养殖场(小区)的选址、规划、图纸设计工作，这些场(小
区)都有配套设施管理房、兽医室、饲草棚、青贮池等，管理
区、生产区、饲草料加工区、粪污处理区分离;参与了全县贫
困村贫困户“前宅后院”暖棚圈舍图纸设计、修建指导等工
作。

2、禁养区划定工作。参与了《民乐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
案》的修订工作，优化了我县畜禽养殖产业的布局，切实加
强了环境监管，促进了环境保护和畜牧业的协调发展。

3、动物防疫工作。根据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安排，我
认真配合相关领导和同事，全力以赴，圆满完成了20__-20__
年度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没有重大疫病发生。

4、动物卫生监督工作。配合单位同事按照相关法律、条例和
主管局相关文件精神，定期不定期地对辖区内养殖(大户)户、
贩运户、屠宰户进行监督检查，与管理相对人签订各类责任
书和承诺书，指导养殖场(户)建立养殖档案等台账，同时加
强对兽药、饲料等畜牧投入品的监管检测工作，深化“瘦肉
精”专项整治，加大病死畜无害化处理监管力度，严厉打击
各种违法行为。通过加强畜牧行政执法，进一步规范了动物



生产经营行为，确保人民群众吃上“放心肉、喝上放心奶”。

5、畜禽粪污整治工作。配合单位同事对辖区内禽畜养殖场环
境卫生整治情况进行督查指导，针对部分畜禽养殖场户粪污
处理设施不健全、随意堆放废弃物、畜禽粪便、生产污水、
恶臭气体对环境产生污染等问题提出了整改建议，并责令及
时整改，严厉杜绝畜禽养殖污染事件的发生。

6、草原减畜工作。积极配合镇政府、县畜牧兽医局完成了南
丰镇草原减畜工作，有效加强了草原保护建设力度，改善了
草原生态环境，促进了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7、办公室工作。一是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制作报送各类表格、
文档;二是认真填写检查记录、免疫档案、养殖档案等各种存
档文档，确保各类工作有迹可查;三是认真完成上级单位检查
考核前资料的准备整理，确保各项工作得到了上级单位的肯
定;四是对上级单位发放的文件通知做到及时上传下达，并及
时进行分类归档，以便查阅和管理。

8、专业学术论文的写作与发表。工作中，在实践中增强自身
工作经验同时，还适时认真总结形成书面理论成果，积极向
全国各类学术期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

9、主要获奖情况。20__年1月，荣获20__年全市畜牧技术推
广先进个人;20__年2月，荣获在20__年度全市畜牧工作先进
个人。

三、今后专业技术工作设想

这几年我一直在基层从事畜牧兽医工作，在工作的各个方面
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加上长期的专业知识学习和业务培训，
我已具备了较系统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水平，熟练掌握了
各项操作技能，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在技术业务水平、
管理能力以及应变能力等各方面都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在



今后的工作中，我将更加刻苦学习，力争把专业技术水平提
得更高，并创新开展工作，更好地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群众
服务。计划利用空闲时间，积极复习备考，参加在职研究生
考试，力争取得畜牧相关专业硕士学位。

畜牧兽医职工工作总结 畜牧兽医工作总结报告篇六

1、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目标责任制

建立责任体系，落实防控工作责任制。认真落实《吐鲁番地
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责任制及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根据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治指挥部的要求，县、乡（镇）、村
（社区）村级防疫员，养殖户层层签订防疫目标责任书，并
抓好落实。对工作不力，不认真履行职责，防控措施落实不
到位，导致疫情发生和扩散蔓延的有关单位和个人，要坚决
追究责任，依法严肃处理。

3、加强疫情监测，严格报告制度。

（1）、加大投入，坚实保障

为确保防控工作正常开展，在资金困难的情况下，落实防控
经费购进牛羊口蹄疫双价苗80万毫升、重组禽流感病毒灭活
苗万毫升、ii号炭疽芽孢苗35万毫升、猪o型口蹄疫疫苗2万毫
升、猪瘟活疫苗2万毫升、猪蓝耳病灭活苗2万毫升、口蹄疫a
型灭活苗10万毫升、禽流感新城疫双价苗22万毫升。购进针
头、注射液、防护衣、耳号钳、消毒药、消毒器监测诊断液、
扑杀用品等常用和应急物资，为防控、防疫工作顺利开展提
供必要的物资保障。

（2）、突出防控重点，全面实施强制免疫。我站把畜禽强制
免疫作为防控工作的最有效措施，始终摆在突出位，常抓不
懈，严格按照五个一的要求，坚持做到_四不漏_（乡不漏村、
村不漏户、户不漏畜、畜不漏针），全年共免疫注射口蹄疫



苗20万ml，禽流感疫苗10万羽份，猪瘟苗1万ml，猪蓝耳病1
万ml，a型口蹄疫6万ml，禽流感新城疫双价重组活疫苗10万ml，
重组禽流感病毒灭火苗10万ml，山羊痘8万ml，ii号炭疽芽胞
苗5万ml，三联四防苗5万ml，焦虫疫苗万ml，防疫密度均达98%
以上。对规模养殖和农村散养畜禽建立了防疫档案，对免疫
情况实行跟踪制度。全区疫情稳定，没有发生大的疫情；严
格畜禽核查，每次免疫前要摸清底数，并建立普查档案，杜
绝漏报、瞒报、谎报行为；按照“政府保密度，业务部门保
质量”的原则，落实各项免疫措施，做到应免尽免，确保口
蹄疫、禽流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狂犬病等动物疫
病的免疫密度；按照“常年免疫、月月补针”的要求，做好
易感畜禽的日常补免工作，杜绝免疫漏洞。重点对产后母畜、
新生幼畜新补栏畜禽开展补免工作，提高免疫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