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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黔南动物防疫工作
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庭国勋 1 万 彪 1 韦明武 1 罗登荞 1 郑天静 2

1.贵州省黔南州养殖业发展中心，贵州都匀 558000；
2.贵州省瓮安县养殖业发展中心，贵州瓮安 550400

摘要 基层动物防工作是保障畜牧产业健康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本文以贵州省黔南州为

例，介绍了目前基层动物防疫工作存在的问题：动物防疫体系不完善，防疫设施设备不全，工资待遇低、防疫队伍

老龄化严重，饲养管理不科学、养殖户防疫意识淡薄；提出了相应对策和建议：深化动物防疫体系改革、建立健全

机制，加强基础设施和防疫队伍建设，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升全民防疫意识。以期为后续的基层动物防疫工作

体系建设和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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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高致病性禽流感、非洲猪瘟等重

大动物疫病的发生，我国畜牧产业发展受阻，狂犬

病、布鲁氏菌病等人畜共患病的传播，直接威胁人

类的健康和社会的稳定[1]。由县乡兽医干部、村级

防疫员组成的基层防疫队伍成为了预防和控制动

物疫病的第一道防线。基层动物防疫工作主要包

括畜禽免疫、检疫、疫情排查及疫情处置等技术性

工作，对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共卫生

安全有重要意义。现以贵州省黔南州为例，结合笔

者工作经历，就当前基层动物防疫工作存在的问题

和对策进行探讨。

1 黔南州动物防疫体系现状

黔南州下辖 2个县级市、9个县、1个自治县。

机构改革前，全州共有 13个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和兽医卫生监督所（含州级），分别负责辖区内动物

疫病防控和动物检疫、执法等工作。机构改革改

后，全州仅三都县保留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动

物卫生监督所，福泉市保留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心，罗甸县、平塘县保留动物卫生监督所（站），其余

县市均撤销合并成了养殖业发展中心（含州级）。

乡镇（街道）畜牧兽医站与农业站所合并成综合农

业服务中心，两块工作一套人马。随着“三权归乡

镇”，乡镇兽医工作人员管理、考核归乡镇政府，县

级兽医主管部门只做业务指导。

2 黔南州动物防疫工作存在的问题

2.1 动物防疫体系不完善

一是防疫机构设置不科学，防疫力量被弱化。

如今省级仍保留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动物卫

生监督所，而州、县级的上述机构却被撤销、合并，

导致上下级机构不对应，职责职能划分不清，工作

衔接不畅。二是防疫工作量增加，防疫人员编制、

人数减少。行政区划调整，乡镇、村（社区）面积增

大，辖区内防疫工作量显著增加，但兽医人员编制、

人数没有增加；由于乡镇农业和畜牧类站所合并，

畜牧兽医干部既要负责畜牧工作，还要从事农业产

业发展工作，畜牧干部精力有限，使得很多防疫工

作无法落实落细。三是免疫、防疫方式缺乏创新。

面对非洲猪瘟等烈性动物传染病的传入，对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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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生物安全防护要求更高，但基层动物免疫多数

仍依靠村级防疫员走家串户上门免疫，为传染病交

叉传染埋下隐患。

2.2 防疫设施设备不全

一是兽医办公场所布局不合理。多数乡（镇）

没有设立特定的动物检疫场所，有的兽医站甚至仍

与乡镇政府合署办公，在动物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

安全上存在隐患。二是防疫设施设备落后。多数

乡（镇）没有基本的疫病检测、分析设备，对于动物

疫病检疫、诊断只能依靠传统的“望闻问切”和多年

积累的经验进行。

2.3 工资待遇低，防疫队伍老龄化严重

村级防疫员负责一个自然村内畜禽免疫、产地

检疫及动物疫情排查等工作，随时有感染人畜共患

病和被动物攻击伤害的风险。目前，全州村级防疫

员补助最高的是福泉市500元/月，最低的是三都县、

长顺县 100元/月，其他县（市）的防疫员补助 200～
400元/月不等。工作量与工资待遇差距大，工作环

境恶劣，使得多数年轻人不愿意从事该项工作。防

疫队伍老龄化严重也是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以

瓮安县为例，2020年全县共有村级防疫员 164名，

平均年龄 50.79岁，其中最大年龄为 75岁，40及 40
岁以下的只有 19名，仅占总人数的 11.6%。防疫队

伍老龄化严重，文化水平低，导致自学能力弱，专业

知识不能得到及时更新，难以满足当前复杂的疫病

防控需求[2]。

2.4 饲养管理不科学，养殖户防疫意识淡薄

当前全州养殖规模化水平较低，主要以中小型

养殖户和散养户为主。由于技术、资金有限，很多

中小养殖场建设未经专业的选址、布局指导，生物

安全防控设施达不到要求，导致自身动物疫病防控

能力弱。一些中小养殖场虽然有管理制度，但仅停

留于形式，不能严格执行；部分偏远分散的农户因

对畜禽疫病防控措施不了解，不配合防疫人员免疫

注射工作，非洲猪瘟疫情防控期间，由于受利益驱

使，私自购买来源不明的“便宜仔猪”。

3 对策和建议

3.1 深化动物防疫体系改革，建立健全机制

有效的动物防疫体系是做好动物防疫工作的

重要保证，只有建立适合本地畜牧业发展现状的动

物防疫体系，才能有效地减少动物疾病的发生，减

少损失[3]。一是要科学设置动物防疫机构。机构设

置关系到防疫工作的统一性和防疫队伍的执行力。

在设置之前要对全州现有的防疫机构运行情况进

行深入调研，了解当前机构设置存在的不足，有针

对性地进行设置和补充，明确责任清单，专人专事，

保证各级部门工作的有效衔接。二是盘活基层防

疫资源，提高防疫员工作积极性。在现有的向畜牧

兽医技术合作社购买防疫服务的基础上，对现有合

作社、防疫员数量进行精简，成立一支专业水平高、

服务意识强的防疫队伍，通过增加服务类别、拓宽

服务范围等方式增加防疫人员收入，让有限的基层

防疫补助经费更好地推进动物防疫工作。三是创

新免疫方式。结合“动物疫病净化”“先打后补”等

新的防疫政策，由养殖场（户）自己进行免疫，业务

部门进行指导、监督和补助。提高免疫效率的同

时，避免交叉传染的风险。

3.2 加强基础设施和防疫队伍建设

一是加强基础防疫设施的配制。结合防疫工

作的需要，逐步在乡镇设立常规的检疫、诊疗功能

区，增设必要的动物诊疗、检测设备，改善疫病防控

人员的工作环境。二是加强兽医队伍建设。将基

层防疫队伍建设纳入各级政府目标考核任务指标，

做到动物防疫人员定人、定岗，减少专业人员挪作

他用。通过增加基层动物防疫人员能力提升和继

续教育的机会，吸收专业大学生、乡土人才等方式

提高兽医队伍专业技术水平。三是改善兽医工作

人员待遇。各级财政应增加对于基层动物防疫工

作的经费支持，建立公平合理的职称评定及绩效奖

励机制，加快动物防疫人员有毒有害津贴等政策补

贴的落实。四是加强对兽医群体及兽医工作内容

的宣传和关注，让社会了解和尊重兽医工作。

3.3 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升全民防疫意识

动物疫病防重于治，兽医主管部门应借助电

视、广播、手机APP、短视频等媒体，加强宣传《动物

防疫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解

析常见动物传染病的防治知识，让社会大众了解动

物疫病防控工作，营造动物防疫全民参与的良好氛

围。同时，加强对于养殖场户、动物及动物产品经

营、运输人员等重点群体的管控，做到既保证本地

动物及动物产品的供应，又要防止重大动物疫病的

传入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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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动物园野生动物健康发展
的问题及建议

张 睿
武汉动物园饲养管理部，武汉 430050

摘要 为了促进武汉动物园野生动物健康发展，本文介绍了武汉动物园及野生动物的基本情况和健康发展的措

施：结合现代饲养技术进行规范化生产，加强监管促进健康饲养体系的建立；指出了武汉动物园当前存在的主要困难和

问题：医学及饲养专业水平不高，动物疫病问题还未完全消除，野生动物购买困难，队伍不稳、业务水平有待提高；提出了

武汉动物园野生动物健康发展的对策及建议：加快规划编制、强化饲养专业化培训，加快推进现代化野生动物畜牧业发

展、实现标准化规模化，健全全园信息化体系、提升整体服务质量，进一步强化疫病防控工作、确保饲养安全生产。

关键词 野生动物；健康发展；专业化培训；武汉动物园

1 武汉动物园及野生动物的基本情况

武汉动物园前身是武汉中山公园动物园。1975
年开始筹建新址武汉动物园工程，国家投资180余万

元，建设面积约 26 hm2。1984年国家投资 600万元，

先后建成动物园大门、石虎山、饲料房、多种小商亭、

十多处动物馆舍以及园林景点，拥有动物 500多只，

名贵花卉上万株，栽植树木花卉 7 000多株，并将中

山公园的动物全部调拨武汉动物园，又引进亚洲象4
只。1985年2月20日，武汉动物园正式对外开放，并

在后期基建工程中先后完成了猩猩馆、熊山、两栖

馆、兽医院、配电房、郢趣园等建设项目。2011年 4

月22日，武汉动物园湿地鸟区正式对外开放。

武汉动物园现有大熊猫（园区改造已送回熊猫

基地）、小熊猫、金丝猴、棕熊、丹顶鹤、黑鹳、黑天

鹅、鸸鹋、长颈鹿、斑马、河马、犀牛、大象、虎、狮、豹

以及鳄鱼等多种动物，总共拥有珍禽异兽 90余种

370余头（只），珍稀鸟类约 30多种 150余只（不含野

外飞来安家的）。

2 武汉动物园野生动物健康发展的

主要措施

2.1 结合现代饲养技术进行规范化生产

1）规范野生动物饲养划定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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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语

当前，随着动物及动物产品的流通日益频繁，

基层动物防疫工作复杂而严峻，基层动物防疫员作

为防疫的最前线，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不断完善

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基层兽医队伍建设，才能扎实

开展好基层动物防疫工作，才能确保动物及动物产

品质量安全，才能促进畜牧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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