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畜牧兽医工作计划(精选7篇)
时间过得真快，总在不经意间流逝，我们又将续写新的诗篇，
展开新的旅程，该为自己下阶段的学习制定一个计划了。写
计划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
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计划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
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畜牧兽医工作计划篇一

按照年初区人民*召开的全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会议的统
一部署，我局召开的秋季防疫工作会议的具体安排，我区秋
季防疫工作于7月14日正式开始，到目前已全面结束。

（一）强制免疫情况

（二）常规免疫情况

（三）免疫标识佩带情况

（四）驱虫情况

（五）物资保障情况

2011年秋季防疫我区计划疫苗口蹄疫苗 34万ml，猪瘟疫苗 万
头份，禽流感疫苗万ml。使用口蹄疫苗万ml，完成计划数的；
猪瘟疫苗万头份，完成计划数的；禽流感疫苗万ml，完成计划
数的。到目前为止，订购强力消毒灵60件（每件40包），已
使用33件，主要是分发给规模养殖场（户）、定点屠宰场
（点）、畜禽交易市场进行常规消毒，设立防疫消毒点消毒
车辆。购置防护服50套。各种疫苗储备万头（羽）。

近几年，由于区委、区*的高度重视，我区逐渐扭转了过去动



物防疫工作由畜牧兽医部门大包干的被动做法，基本实现了区
*安排部署，乡级*统一安排，村级具体组织，乡站全程参与
的动物防疫工作新局面。做到了“五到位”即：安排部署到
位、资金保障到位、改革创新到位、组织落实到位、督促检
查到位。

（一）安排部署到位

7月14月，我局又召开了秋季防疫工作安排会议，提出了“主
动汇报、精心组织、扎实推进、全程督促、数据真实”的秋
季防疫工作具体要求。

畜牧兽医工作计划篇二

20xx年，畜牧业管理科在局领导的正确领导和全科人员的共
同努力下，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目标和任务，现将工作完
成情况总结如下。

1、积极开展畜牧业技术的推广和科研工作。一是积极参加了
《马头山羊品种资源保护新技术中试与示范》的研究工作，
深入基层开展试验，撰写论文。二是参加《马头山羊国家标
准》的编制与研究工作，到达马头山羊核心产地开展测量工
作。三是科研项目《郧巴黄牛多组合杂交改良研究和秸秆养
牛新技术应用》成功获得专家鉴定和十堰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并迅速将其推广到基层。四是积极配合做好科技项目的申报
工作。

2、开展调查研究，制定畜牧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分析全
市畜牧业发展情况。我们根据今年畜牧业发展形势开展了大
量的调研活动，一是对全市生态畜牧业发展情况进行调研，
深入基层访问，深入实地查看，较全面地掌握了我市发展现
状及存在问题，提出了今后发展措施，完成了调查报告。二
是按照《中共十堰市委办公室关于开展加农村经济发展调研
的通知》的文件精神，精心准备组织开展全市畜牧业发展情



况的调研，以便准确把握全市畜牧业的发展动向，为领导当
好参谋。三是对全市马头山羊发展现状进行了调查，认真撰写
《十堰市马头山羊发展模式的探讨》一文，对优良品种马羊
山羊的开发及壮大进行思考，并积极争取得到各级领导的支
持和重视。

3、积极开展统计和信息工作。今年来，我们积极上报高质量
畜牧业信息、准确的形势分析和预测、全面的统计报表，为
各级领导决策，指导生产提供了较好依据和服务。20xx年信息
统计工作在全省的综合考评中荣获全省第二名，被省局授予
先进单位称号。

4、开展无公害畜产品产地产品的申报工作。全省无公害产地
产品申报工作会议后，我们首先将会议精神向局领导汇报，
争取市政府对该项工作的支持，同时下发了关于加强无公害
畜禽产品产地认定认证工作的通知，从而推动了无公害产地、
产品的申报工作；二是积极对各县市区畜牧局局长、大型畜
牧企业负责人进行了无公害产品产地申报工作的培训。三是
加强督办，促进申报工作的开展。四是编制完成并上报了十
堰地区无公害郧阳黑猪的申报材料。

5、开展草地监测工作和牧草毒害调查工作。一是按照《湖北
省20xx年草地监测工作方案》的要求和布署，我们积极组织
开展草地监测调查工作，并顺利完成任务，通过调查发现十
堰地区草地资源丰富，草地畜牧业发展潜力巨大。二是根据
全国畜牧总站《开展草原毒害草和牧草病害调查统计工作的
通知》（牧站（草）[20xx]89号）文件要求和湖北省畜牧兽医
局草业管理处工作安排，我们认真组织开展工作，成立调查
专班对全市的草场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发现全市存在的'毒害
牧草很少，非常有利于发展草食家畜。

6、传达贯彻发展生猪生产的各项优惠政策。今年来，猪肉市
场出现了货源不足，价格持续增长的新情况，为此，我们投
入大量工作来促进生猪生产。一是根据市委政府的要求，起



草制定了《十堰市生猪养殖小区（场）建设标准及奖励办
法》，明确指出对新建年出栏肉猪3000头和5000头的标准化
养殖小区（场），经市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分别奖励5万元
和10万元。二是根据出台母猪补贴、母猪保险等到扶持补贴
政策，制定了详细了全市母猪补贴、母猪保险工作实施方案，
指导该项工作的实施开展。三是根据《十堰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十堰畜牧局关于申报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
重点户）改扩建项目投资计划的通知》，组织各县市区申报
生猪养殖场（小区、重点户）改扩建项目9个,申请项目资
金570万元，以提高生猪标准化规模饲养水平，转变畜牧业增
长方式，促进生猪生产持续健康发展，稳定生猪市场供应。
四是根据鄂农牧发[20xx]105号文件，积极组织全市各县市区
编制了12个省级标准化规模养猪小区（场）建设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呈报省畜牧局，现以立项建设的项目9个，以促进生
猪生产的规模化、现代化的发展，改变传统的养殖方式。五
是根据研究新型高效的养猪模式，积极推广150、500等高效
生态的养猪模式，实现生猪产业的健康式发展。

7、开展畜牧大县创建工作。一是认真落实全省、全市创建畜
牧水产大县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制定创建方案，落实配套政
策，积极实施畜牧大县建设，积极推进规模化、标准化养殖。
二是起草了《十堰市关于加快发展畜牧业的意见》（十政
发[20xx]7号），并积实施打造优质畜牧品牌，努力开发马头
山羊、白羽乌鸡、郧阳黑猪、郧巴黄牛等优势品种，通过精
深加工包装上市创优质品牌。三是抓绿色、无公害、标准化
畜禽生产，加强无公害畜禽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工作，
提高全市畜产品市场竞争力。四是加快规模发展，推进产业
化经营，提升综合实力，把发展龙头企业作为推进产业升级
作为切入点，建设畜产品加工和流通体系。五是为政府决策
当参谋，做支持和配合工作，努力为畜牧大县创建营造良好
的社会氛围和发展环境。目前，丹江口市、房县、郧西、竹
溪、竹山已经申报创建畜牧大县,制定发展目标,落实创建方
案,积极做好创建工作，努力建设养鸡、养羊、养猪、养牛大
县。



8、其它工作：一是平时接待百姓的来访与咨询，与来访者提
供交流有关投资养殖业的各项政策和市场信息；二是参与了
工会、妇委会的工作，协同组织了丰富多彩的职工活动；三
是及时完成了各种畜牧业综合材料的起草工作；四是积极配
合各相关单位完成协助工作；五是发挥畜牧业协会作用，通
过协会工作加强养殖技术、防疫措施的推广和培训，以及市
场信息的交流。六是及时完成了其它临时性工作。

1、大力推广畜牧业实用技术。一是重点推广黄牛品改、山羊
杂交改良、种草养羊等实用技术，把已取得的科技成果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二是重点推广如150养猪、1235养羊、草地养
鸡等安全、高效的畜牧业养殖技术，大力发展安全的畜禽产
品；三是推广生态畜牧业技术，促进生态畜牧业发展；四是
推广猪瘟、口蹄疫同步免疫等安全高效的疫病综合防治技术，
提高疫病防治效率和工作效率。

2、强化调查研究。围绕党委中心工作，深入基层开展调研，
重点在畜牧业生产、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生态畜牧业等方面
深入调查，力争全年有数篇有深度、高质量的调研报告，为
领导当好参谋。

3、进一步加强畜牧业信息、统计工作。一是加强对生产、市
场的形势分析与预测，为领导当好参谋，加强信息的收集和
上报工作，争取信息的报送工作走全省的前列。二是加强信
息网络建设，力争建设形成全市信息网。三是抓好信息联系
点的工作，确保基层信息上报及时和准确。四是加强国内外
有关畜牧业信息资料收集。

4、办好畜牧业科技示范点。一是在城区举办无公害肉鸡和生
猪养殖示范点，逐步建立生产基地；二是在房县办好山羊品
改、在郧西办好种草养畜示范点工作；三是在丹江口市举办
种草养牛、黄牛品改示范点；四是积极创造条件，探索畜禽
粪便处理新途径，推动生态畜牧业的发展。



5、积极参加科技攻关。一是积极参加并按时完成《马头山羊
国家标准》等项目的研究工作；二是继续开展《马头山羊品
种资源保护新技术中试与示范》试验，探索解决马头山羊品
种资源保护与开发的新途径；三是积极申报科技攻关项目和
技术推广项目，加快畜牧业技术研究与应用。

6、努力做好畜牧业协会工作。一是实施协会品牌战略。积极
申报无公害产品，并在全市大力推行，推动本地畜产品的销
售。二是积极向市科技局申报20xx年科技项目，向有关单位
申报建设项目等，以加快科技推广及生产基地建设。三是积
极争取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协会的支持和资助。四是组织会
员单位开展各种形式的技术培训活动。如无公害生产技术培
训、禽流感防控技术、猪链球菌病防控技术，以及其它养殖
技术培训等。五是积极创造条件，向会员单位提供协会服务
产品，向会员单位推荐安全、高效、知名的饲料、兽药等中
间产品。

7、及时完成畜牧业发展战略、规划和综合材料的起草工作，
及时完成其它各项临时性和配合协作性工作。

畜牧兽医工作计划篇三

1、认真实施生猪调出大县奖励项目，落实1个新扩建1000平
方米项目。

2、治理养殖场的环境污染问题，在我镇养殖场内新建设2--3
个粪污处理项目。

3、新建1个800只绵羊养殖场。

4、根据我镇肉鸭养殖情况，引导养殖户进行规模养殖，建设
成年出栏100万只的肉鸭养殖小区。

1、3月份—5月份组织召开春季村级防疫大会，村级口蹄疫等



疫苗发放工作。下村督促、检查疫苗使用情况。做好1000平
米扩建项目、绵羊养殖场项目、肉鸭养殖项目前期论证、选
址、资金落实到位等工作。

2、6月份—9月份组织召开夏季防疫大检查，秋季防疫大会，
做好秋季常见疾病消除和疫苗发放工作。做好养殖户走访，
新建项目监督检查工作。

3、10月份——12月份做好我镇生猪出栏统计，落实生猪奖励
资金发放。耳标发放台账盘点，下一年度母猪保险等工作。
全面完成新建项目预验收工作及上报工作。

4、认真完成畜牧局、镇党委政府、镇农办交给的各项任务。

畜牧兽医工作计划篇四

1．加强教师实践锻炼

问题的能力，丰富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的实践内容。

2．完善畜牧兽医系实践教学体系

内容还有能与生产一线的实际问题相结合。争取在任期内组
织生产一线专家对实践教学体系进行全方位的改善，达到基
本满足学生技能实训的需要。

畜牧兽医工作计划篇五

20xx年，畜牧业管理科在局领导的正确领导和全科人员的共
同努力下，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目标和任务，现将工作完
成情况总结如下。

1、积极开展畜牧业技术的推广和科研工作。一是积极参加了
《马头山羊品种资源保护新技术中试与示范》的研究工作，



深入基层开展试验，撰写论文。二是参加《马头山羊国家标
准》的编制与研究工作，到达马头山羊核心产地开展测量工
作。三是科研项目《郧巴黄牛多组合杂交改良研究和秸秆养
牛新技术应用》成功获得专家鉴定和十堰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并迅速将其推广到基层。四是积极配合做好科技项目的申报
工作。

2、开展调查研究，制定畜牧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分析全
市畜牧业发展情况。我们根据今年畜牧业发展形势开展了大
量的调研活动，一是对全市生态畜牧业发展情况进行调研，
深入基层访问，深入实地查看，较全面地掌握了我市发展现
状及存在问题，提出了今后发展措施，完成了调查报告。二
是按照《中共十堰市委办公室关于开展加农村经济发展调研
的通知》的文件精神，精心准备组织开展全市畜牧业发展情
况的调研，以便准确把握全市畜牧业的发展动向，为领导当
好参谋。三是对全市马头山羊发展现状进行了调查，认真撰写
《十堰市马头山羊发展模式的探讨》一文，对优良品种马羊
山羊的开发及壮大进行思考，并积极争取得到各级领导的支
持和重视。

3、积极开展统计和信息工作。今年来，我们积极上报高质量
畜牧业信息、准确的形势分析和预测、全面的统计报表，为
各级领导决策，指导生产提供了较好依据和服务。20xx年信息
统计工作在全省的综合考评中荣获全省第二名，被省局授予
先进单位称号。

4、开展无公害畜产品产地产品的申报工作。全省无公害产地
产品申报工作会议后，我们首先将会议精神向局领导汇报，
争取市政府对该项工作的支持，同时下发了关于加强无公害
畜禽产品产地认定认证工作的通知，从而推动了无公害产地、
产品的申报工作；二是积极对各县市区畜牧局局长、大型畜
牧企业负责人进行了无公害产品产地申报工作的培训。三是
加强督办，促进申报工作的开展。四是编制完成并上报了十
堰地区无公害郧阳黑猪的申报材料。



5、开展草地监测工作和牧草毒害调查工作。一是按照《湖北
省20xx年草地监测工作方案》的要求和布署，我们积极组织
开展草地监测调查工作，并顺利完成任务，通过调查发现十
堰地区草地资源丰富，草地畜牧业发展潜力巨大。二是根据
全国畜牧总站《开展草原毒害草和牧草病害调查统计工作的
通知》（牧站（草）[20xx]89号）文件要求和湖北省畜牧兽医
局草业管理处工作安排，我们认真组织开展工作，成立调查
专班对全市的草场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发现全市存在的毒害
牧草很少，非常有利于发展草食家畜。

6、传达贯彻发展生猪生产的各项优惠政策。今年来，猪肉市
场出现了货源不足，价格持续增长的新情况，为此，我们投
入大量工作来促进生猪生产。一是根据市委政府的要求，起
草制定了《十堰市生猪养殖小区（场）建设标准及奖励办
法》，明确指出对新建年出栏肉猪3000头和5000头的标准化
养殖小区（场），经市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分别奖励5万元
和10万元。二是根据出台母猪补贴、母猪保险等到扶持补贴
政策，制定了详细了全市母猪补贴、母猪保险工作实施方案，
指导该项工作的实施开展。三是根据《十堰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十堰畜牧局关于申报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
重点户）改扩建项目投资计划的通知》，组织各县市区申报
生猪养殖场（小区、重点户）改扩建项目9个,申请项目资
金570万元，以提高生猪标准化规模饲养水平，转变畜牧业增
长方式，促进生猪生产持续健康发展，稳定生猪市场供应。
四是根据鄂农牧发[20xx]105号文件，积极组织全市各县市区
编制了12个省级标准化规模养猪小区（场）建设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呈报省畜牧局，现以立项建设的项目9个，以促进生
猪生产的规模化、现代化的发展，改变传统的养殖方式。五
是根据研究新型高效的养猪模式，积极推广150、500等高效
生态的养猪模式，实现生猪产业的健康式发展。

7、开展畜牧大县创建工作。一是认真落实全省、全市创建畜
牧水产大县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制定创建方案，落实配套政



策，积极实施畜牧大县建设，积极推进规模化、标准化养殖。
二是起草了《十堰市关于加快发展畜牧业的意见》（十政
发[20xx]7号），并积实施打造优质畜牧品牌，努力开发马头
山羊、白羽乌鸡、郧阳黑猪、郧巴黄牛等优势品种，通过精
深加工包装上市创优质品牌。三是抓绿色、无公害、标准化
畜禽生产，加强无公害畜禽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工作，
提高全市畜产品市场竞争力。四是加快规模发展，推进产业
化经营，提升综合实力，把发展龙头企业作为推进产业升级
作为切入点，建设畜产品加工和流通体系。五是为政府决策
当参谋，做支持和配合工作，努力为畜牧大县创建营造良好
的社会氛围和发展环境。目前，丹江口市、房县、郧西、竹
溪、竹山已经申报创建畜牧大县,制定发展目标,落实创建方
案,积极做好创建工作，努力建设养鸡、养羊、养猪、养牛大
县。

8、其它工作：一是平时接待百姓的来访与咨询，与来访者提
供交流有关投资养殖业的各项政策和市场信息；二是参与了
工会、妇委会的工作，协同组织了丰富多彩的职工活动；三
是及时完成了各种畜牧业综合材料的起草工作；四是积极配
合各相关单位完成协助工作；五是发挥畜牧业协会作用，通
过协会工作加强养殖技术、防疫措施的推广和培训，以及市
场信息的交流。六是及时完成了其它临时性工作。

1、大力推广畜牧业实用技术。一是重点推广黄牛品改、山羊
杂交改良、种草养羊等实用技术，把已取得的科技成果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二是重点推广如150养猪、1235养羊、草地养
鸡等安全、高效的畜牧业养殖技术，大力发展安全的畜禽产
品；三是推广生态畜牧业技术，促进生态畜牧业发展；四是
推广猪瘟、口蹄疫同步免疫等安全高效的疫病综合防治技术，
提高疫病防治效率和工作效率。

2、强化调查研究。围绕党委中心工作，深入基层开展调研，
重点在畜牧业生产、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生态畜牧业等方面
深入调查，力争全年有数篇有深度、高质量的调研报告，为



领导当好参谋。

3、进一步加强畜牧业信息、统计工作。一是加强对生产、市
场的形势分析与预测，为领导当好参谋，加强信息的收集和
上报工作，争取信息的报送工作走全省的前列。二是加强信
息网络建设，力争建设形成全市信息网。三是抓好信息联系
点的工作，确保基层信息上报及时和准确。四是加强国内外
有关畜牧业信息资料收集。

4、办好畜牧业科技示范点。一是在城区举办无公害肉鸡和生
猪养殖示范点，逐步建立生产基地；二是在房县办好山羊品
改、在郧西办好种草养畜示范点工作；三是在丹江口市举办
种草养牛、黄牛品改示范点；四是积极创造条件，探索畜禽
粪便处理新途径，推动生态畜牧业的发展。

5、积极参加科技攻关。一是积极参加并按时完成《马头山羊
国家标准》等项目的研究工作；二是继续开展《马头山羊品
种资源保护新技术中试与示范》试验，探索解决马头山羊品
种资源保护与开发的新途径；三是积极申报科技攻关项目和
技术推广项目，加快畜牧业技术研究与应用。

6、努力做好畜牧业协会工作。一是实施协会品牌战略。积极
申报无公害产品，并在全市大力推行，推动本地畜产品的销
售。二是积极向市科技局申报20xx年科技项目，向有关单位
申报建设项目等，以加快科技推广及生产基地建设。三是积
极争取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协会的支持和资助。四是组织会
员单位开展各种形式的技术培训活动。如无公害生产技术培
训、禽流感防控技术、猪链球菌病防控技术，以及其它养殖
技术培训等。五是积极创造条件，向会员单位提供协会服务
产品，向会员单位推荐安全、高效、知名的饲料、兽药等中
间产品。

7、及时完成畜牧业发展战略、规划和综合材料的起草工作，
及时完成其它各项临时性和配合协作性工作。



畜牧兽医工作计划篇六

一、抓好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加大养殖场监督
巡查力度，组织好春秋两防工作开展，抓好强制免疫、动物
疫病抗体水平监测、消毒灭源等工作，确保无重大动物疫情
发生。

二、规范实施动物检疫监督，严格开展畜禽产地、屠宰检疫，
做到应检必检，确保肉食品安全。

三、加强兽药gsp监管，促进兽药经营企业依法规范经营。通
过强化监管、宣传培训等工作，有效促进兽药经营行业的规
范经营行为。

四、加强“瘦肉精”抽检力度，对全区养殖场、屠宰场进
行“瘦肉精”检测，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肉食品安全。

五、落实好能繁母猪补贴、保险等各项惠民政策，促进生猪
生产持续健康发展。

六、按照区委、区政府部署，落实部门职责，协调好相关单
位扎实做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确保养殖污染治理工作有效
开展。

七、继续推进平潭、良井两镇动物防疫示范镇建设，夯实动
物防疫基础，提升基层动物防疫工作水平和管理能力，促进
我区现代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

畜牧兽医工作计划篇七

组织机构为市交通运输局，责任领导： ；责任人： 。

帮扶对象为万水桥村及村致富能手3人，困难户10户。



1、帮助制定该村新农村建设规划，完善村规民约及管理制度。

2、重点培养3个致富能手，成为该村致富带头人。

3、采取物质、技术、资金等措施，帮助10个困难户脱贫。

4、充分利用行业职能，协助该村争取通村公路建设计划，并
给予一定的资金帮扶。

5、协助该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力所能及解决部分突出的矛
盾和问题。

1、产业发展。加快现代农业配套基地建设大力实行产业结构
调整，全面推进农业科技和农业机械化，提高生产力，降低
生产成本，实现百亩渔池，以有机优质稻、双低油菜为主体，
大力提高农业科技水*和农产品转化增值能力；发展二、三产
业，大力培养经济能人，全面鼓励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和经
商，力争到20xx年经济总收入年增长8％，集体经济稳步上升。
为确保目标，一是将20亩低凹地改造成精养池，再将部分淤
积的鱼池改种莲藕。同时加大荸荠种植面积，力争到20xx年
荸荠种植面积达到500亩，大力支持农户扩大苗莆大棚生产规
模。二是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作业，以减轻农民劳动强度，
鼓励农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增加农民收入。三是加快村
级活动场所建设，让农民能有一个好的培训基地。加大农业
科技宣传力度，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现代农业发展的促进作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