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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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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真贯彻落实《_动物防疫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牛羊屠宰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明确监管责任，依法实施对屠宰场的监督管理工作。

2、严格落实《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指导并督促屠宰场
完善生产工艺、流程，规范管理责任制度，完备各职能车间
和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依法改善屠宰场各项软硬件条件，
做到符合动物防疫条件要求。

3、对屠宰场派驻技术过硬、责任心强的驻场检疫人员，实
行24小时轮流值班制度，并制定岗位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4、加强检疫申报点建设。所有定点屠宰场应设立动物检疫申
报点，为申报点配备必要的办公设施设备，接受定点屠宰场
的屠宰检疫申报。报检点在醒目位置公示工作制度、检疫范
围、检疫对象、检疫流程、检疫合格标准、收费依据和标准、
检疫人员、报检电话、监督投诉电话等信息。

5、严格屠宰检疫。按照农业部出台的《生猪屠宰检疫规程》、
《牛羊屠宰管理办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做好屠宰检
疫工作，切实把好入场查验关、检疫申报关、待宰检查
关、“瘦肉精”等违禁药物监管关、同步检疫关、检疫出证



关、无害化处理关和监督巡查关，着重加强同步检疫关，加
大培训力度和覆盖面，提高检疫人员技能和综合素质，严格
动物检疫合格标准，防止动物疫病的传播和杜绝不合格动物
产品出场。

6、建立健全屠宰场有关管理制度。监督定点屠宰场建立健全
动物入场和动物产品出场登记制度、消毒制度、无害化处理
制度、疫情报告制度、动物产品和违禁药物自检制度及诚信
制度等各项管理制度，并督促落实到位。

7、切实把好动物产品质量关。明确企业是动物产品质量安全
的第一责任人，切实落实动物产品和“瘦肉精”等违禁药物
自检工作，坚决杜绝未经检疫和检疫不合格动物产品出场销
售的行为。

8、切实做好病害动物、动物产品的无害化处理工作。监督定
点屠宰场把经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及动物产品按规定进行无害
化处理。严厉查处不按照规定处理染疫动物及病害动物产品
的行为。

9、规范工作记录。动物检疫人员要做好屠宰检疫的检疫申报
受理、入场动物监督查验、宰前检查、宰后检疫、检疫处理、
监督巡查等工作记录。动物卫生监督站应对动物检疫人员的
工作进行定期考核。

10、切实依法行政。要严明纪律，树立兽医行政执法队伍良
好形象，保证动物防疫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各项监管职责落
实到位，认真履行官方兽医职责，依法依规检疫，坚决落实
农业部“六条禁令”，严禁只收费不检疫、不检疫出证、重
复检疫收费、倒卖动物卫生监督证章标志等行为。

生猪情况汇报篇二

今年，我局严格按照县委、县*关于生态县建设工作的安排部



署，结合我局工作实际，深入开展生态县建设工作，积极组
织和动员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参与环境保护活动，并从自身做
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在日常生活中节约资源、保护生态、
防治污染、美化环境，积极倡导生态文明意识和可持续发展
意识，为推动县创建生态县做出积极贡献。现将一年来的工
作情况总结如下：

为积极响应生态县建设工作，局领导高度重视，按要求成立
了生态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实行“一把手”总负责，各科
室从职能出发，明确分工和责任，协调配合，做到每项工作
有人主管，有人落实，对在具体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能及时予以研究解决。

积极配合县委县府生态县创建工作。根据上级的要求，我局
各部门人员在明确目标、任务的情况下，狠抓落实，抓重点，
破难点，圆满完成县委县府所布置的工作任务，为全县生态
县建设工作打好了宣传基础，为更好地宣传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

2．认真开展了生态县的宣传教育工作，把生态县建设工作纳
入了重要议事日程，广播电视台开办生态县建设专栏节目，
主要宣传了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信息动态和科学知识。加强
了对生态县创建的宣传，提高全民生态保护意识。

3.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抓好了光纤数字有线电视、
数字微波电视、卫星直播建设。

我局在认真落实生态县建设的各项工作过程中，加大了宣传
力度，营造了氛围，开展了多种形式、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
充分调动了全局人员生态县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
倡“环境保护、从我做起”的意识，注意日常小节，出门关
灯，下班关电脑，并积极响应国家倡导的“无车日”活动，
在日常点滴中逐步提高大家的环保意识。



20xx年，我局在总结过去成功经验的同时，着眼下步工作目
标，对生态县建设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同谋共建，形式合力。
努力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并及时完成生态县建设
的宣传工作，不断推进我县生态县建设各项工作，实现经济
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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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畜牧兽医局、财政局联合成立领导小组，负责项目的领导、
组织与协调工作，解决项目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监督项目资
金管理，保证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市畜牧兽医局组建生猪
良种补贴项目专家组，负责指导供精网点和人工授精员队伍
建设，对项目实施过程进行技术指导、业务培训和资金管理；
市畜牧技术推广站负责项目具体“六统一”工作，即统一引
进公猪、统一采购仪器用具、统一制作标识牌、统一印制表
格、统一检测精液质量、统一管理技术人员。

(二)强化审查，严格按程序管理

一是规范手工台帐，强化网络系统监测审查，规定各供精单
位每天按时上报数据，要求工作人员每天登陆监测系统，以
电话询问抽查的方式调查20户。以各单位上报的用户姓名、
电话、数量为准询查养殖户与上报数据是否相符。对发现有
弄虚作假、虚报冒领的行为第一次给予警告，写出书面检讨；
第二次违规的，我们将直接取消供精站资格。

二是规范补贴资金管理，项目资金发放的程序包括登记、报
送、核实、半年汇总、抽查和发放、公示等七个环节。

1、登记：生猪人工授精站在供精、输配时，手工填写采精登
记表、精液供应单和配种登记表，供精单和母猪配种登记表
要求受益农户签字按手印；并登陆监测系统如实填写相关数
据，接受市局工作人员审核。



2、报送：生猪人工授精站每季度向其所在地的乡镇畜牧兽医
服务中心报送四表一单，提请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和乡镇政府
进行初审，汇总盖章后，于每季度末上报市畜牧兽医局。

3、核实：结合监测人员每天核查情况，由市局组织生猪良种
补贴核查组根据各地上报情况，按10%的比例进行随机核查。

4、汇总：由工作人员将相关记录、表格进行梳理汇总，以备
待查。

5、抽查：由市财政局、市畜牧兽医局组织检查组对实施情况
进行抽查核对，并对生猪良种补贴项目审批表签署审批意见。

6、发放：市财政局根据生猪良种补贴项目审批表的意见按补
贴标准一卡通直接补到生猪人工授精站，每半年结算一次。

7、公示：补贴资金发放后，张榜公布受益养殖农户姓名，接
受社会监督。

(三)加强技术培训，巩固项目成果

我市生猪人工授精工作开展较早、普及率较高，为了巩固、
拓展人工授精这条道路，我们结合今年畜牧科技大培训活动，
大力开展了生猪人工授精良种补贴项目宣传及技术培训。一
是组织召开市级畜牧技术人员、规模化猪场、专业合作社标
准化养殖培训；二是分区域开展镇级畜牧技术人员和养殖大
户、养殖能手培训；三是供精站点和人工授精员对辖区内母
猪饲养户采取现场指导、上门服务等方式，讲解发情鉴定、
输精操作要领、良种母猪饲养管理等技术。上半年共编发
《品种改良实用技术学习资料》、《生猪标准化养殖实用技
术学习资料》8000份，举办培训班28期次，培训人员7162人
次，网络报刊等媒体宣传3期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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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供精单位资格进一步理顺。我市先后制定了《供精单位
管理办法》、《人工授精站点管理办法》、《输精员管理办
法》、《配种收费管理办法》等4个项目管理办法，按照《生
猪良种补贴项目种公猪站技术规范（试行）》的规定，市局
组织有关专家对全市人工授精站进行现场审查，确立了市天
蓬人工授精中心站、市得胜牧业人工授精站、市江垸人工授
精站、市赖场人工授精站等4家供精单位为市级标准化人工授
精站，下设人工授精技术服务点38个，辐射27个乡镇办场园。

（2）人工授精员素质进一步提升。3月份，组织全市畜禽繁
殖工进行了品种改良培训，通过法规学习与业务知识培训，
我市人工授精员素质进一步提高。统一制作了《实验室管理
规程》、《采精操作规程》、《稀释液配制操作规程》、
《稀释操作规程》、《精液的常温保存操作规程》、《精液
质量检查操作规程》、《发情鉴定技术操作规程》、《输精
操作规程》等8个操作规程，发放到站(点)并上了墙。

（3）项目表格进一步规范。按省《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统一使
用生猪良种补贴项目表格的通知》，我们统一印制了《省生
猪良种补贴项目供精单位精液生产及品质检查记录表》、
《省生猪良种补贴项目人工授精台账》、《省生猪良种补贴
项目人工授精收费单》、《省生猪良种补贴项目输精母猪繁
殖性能跟踪登记表》、《国家生猪良种补贴项目猪精液标
签》、《省生猪良种补贴项目供精单位项目用种公猪基本情
况表》、规范项目单位填报各种报表和信息台帐，确保精液
生产、发放、配种记录等数据准确。

(4)项目服务质量逐步提高。一是开展母猪普查，切实做好补
贴母猪的畜禽标识佩戴工作，建立母猪数据库，对人工授精
情况进行跟踪服务。二是完善供精单位硬件设施，市局将人
工授精设备清单发放到供精单位，督导配备配齐精液生产、
检疫和保存设施设备，确保供精数量和质量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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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总结

威远镇畜牧兽医工作站 五焕文

一年来，威远镇生猪养殖示范户建设工作，在景谷县农业局
的统一安排下，根据《景谷县基层农技推广改革与示范县建
设项目生猪养殖技术实施方案》要求，结合威远镇特点，
于20xx年x月开展10户生猪养殖示范户建设，圆满完成预定目
标，示范建设初显成效。

一、 指导思想

以_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坚持改革创新，以满足农民的科技需求为出发点，
以服务农民的成效为检验标准，建立建全农技推广运行机制，
把示范户建设与其它项目建设有机结合，把示范户建设与现
代农业技术有机结合，把示范户建设与指导员业务（技术）
素质提高相结合，把示范户建设与新技术辐射推广相结合。

二、 基本原则

1、加强领导，明确职责。根据景谷县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
与示范县建设项目的总体方案及生猪产业实施方案，确定专
人负责。

2、择优筛选，示范辐射。选择基础条件相对较好的养殖户作
为示范户。

3、精心组织，统筹设计。按照主导产业，主导品种，主推技
术和主体培训来系统设计和实施。

4、示范户建设与其它畜牧项目相结合，加快建设速度与示范



带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