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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规模化猪场的增多以及外出务工农民的增

加,养猪不再是农民增收致富的主要项目,许多农村

地区散养猪的存栏总量越来越少、空圈率越来越高,
乡村兽医过去赖以生存的市场已经萎缩,许多年轻

乡村兽医选择外出务工。过去一直由乡村兽医担任

的工作现在已经发生了转变,许多临时人员和非专

业人员进入了动物防疫员队伍,使防疫质量不能得

到应有的保障。目前,许多地区的农村动物防疫员

队伍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动物防疫人员严重不足、
年龄老化、不稳定等问题,同时又由于目前防疫人员

的收入水平较低、付出与回报不相称等,导致现有防

疫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防疫效果不太理想,给农村

动物疫情的防控埋下了隐患。为完善基层动物防疫

体系,提高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能力,建设一支素质过

硬、技术水平高的村级动物防疫员队伍迫在眉睫。

1 村级动物防疫员队伍普遍存在的

问题

1.1 队伍不稳定

目前,许多地区的村级动物防疫员实行的是聘

用制,属于临时工性质,做一天拿一天工资。同时,
相比地方的平均收入水平,村级动物防疫员的工资

普遍较低(每年的工资一般在1万元以下,多数只有

几千元),且没有养老、医疗等福利。由于没有正式

编制且福利待遇较差,村级动物防疫员队伍人员不

足以往的、老年化严重、流动性较大。

1.2 工作任务重

由于农村散养猪不断减少、空圈率越来越高,有

的村养殖户已经不足以往的20%。以前1名兽医

负责1个村,服务范围方圆几千米,承包200~300
户的防疫工作;现在1名兽医至少要负责2~3个

村、多的4~5个村,服务范围方圆几万米,有的要承

包近1000户的防疫工作。村级动物防疫员的服务

范围不断扩大,工作量和工作难度越来越大。

1.3 业务水平差

以前的一些懂技术的乡村兽医有的外出务工、

有的年龄偏大已经退休。由于目前村级动物防疫员

没有正式编制且工资待遇较低,专业学校毕业的大

学生几乎没有人愿意从事该工作,即使是一些无专

业技术但有一定文化的年轻人也很少有人愿意从事

该职业,上述许多村级动物防疫员队伍都是临时拼

凑起来的。由于受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不高、专业技

能不强等的影响,目前村级动物防疫员接受新知识、
新技术的能力普遍较差,要想提高村级动物防疫员

队伍的整体业务水平,难度较大。目前某些地区现

有的村级动物防疫员已经显示出不能胜任的现象,
如许多地区开展的溯源工作对动物防疫员的综合素

质要求很高且要求动物防疫员需掌握办公自动化等

技能,而某些动物防疫员还达不到这些要求。

1.4 责任心不强

由于没有正式编制且福利待遇不好,大多村级

动物防疫员没有归宿感、更没有集体荣誉感和责任

感,许多防疫员仅把该工作当成副业或存有“可干可

不干”的想法,从思想上就没有重视过该工作,因此

工作积极性不高、缺乏爱岗敬业的精神。加之,主管

部门对村级动物防疫员的管理跟不上、约束力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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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防疫员防疫不到位或工作不尽力,最多也就是

给予一点经济处罚。上述种种原因导致了村级动物

防疫员工作责任心不强。

2 加强村级动物防疫员队伍建设的

对策

2.1 稳定村级动物防疫员队伍

动物防疫工作不仅关系到重大动物疫病的防控

和畜牧业的发展,而且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社

会的稳定,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虽然该项工

作早已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但是各地的实施情况

却不尽相同。多数地方政府采取的是给予一定的防

疫经费补助,但是从目前的实施效果来看,由于防疫

经费有限,还是不能有效巩固村级动物防疫员队伍。
笔者认为,要想搞好农村动物防疫工作,必须健全村

级动物防疫员队伍。对于有条件的地区,可增加村

级动物防疫员编制,将农村防疫人员的工资纳入地

方财政,向社会公开招聘专业人员,迅速组建一支懂

技术、负责任、肯做事的队伍。对于条件不成熟的地

区,可将现有的村级动物防疫员进行重组,重点从专

业素质、职业道德、工作作风等方面对其进行专项考

核。将不符合要求的动物防疫员予以辞退;同时,公
开吸收懂技术的知识青年加入动物防疫员队伍。地

方政府要拨付一定经费对新组建的队伍进行扶持,
并与新录用的防疫人员签订聘用合同,同时实行最

低工资标准(即不低于地方平均工资),通过落实合

同、提高待遇等稳定村级动物防疫员队伍。

2.2 科学配置村级动物防疫员

村级动物防疫员的配置要与动物防疫工作实际

相适应,确保禽流感、新城疫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措

施在基层能够得到有效落实;还要根据本地区畜禽

饲养量、养殖方式、地理环境、交通状况、免疫程序等

因素综合测算,科学、合理地配置村级动物防疫员。
可每500户配备1名正式的村级动物防疫员(原则

上每个行政村应设1名村级动物防疫员);对于畜禽

饲养量大、散养比例高或者交通不便的地方,可按防

疫工作的实际需要增设。

2.3 加强村级动物防疫员培训

定期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村级动物防疫员进行

集中培训,以提高其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采取教

育培训、实践学习等方式,全面提升村级动物防疫人

员的科学防疫水平,着力培养一支适应重大动物疫

病防控工作需要的村级动物防疫员队伍;同时,建立

健全村级动物防疫员岗前培训和在岗培训制度,把
村级动物防疫员培训纳入动物防疫队伍整体培训计

划,制定系统、完善的培训方案;此外,还要增强培训

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切实提高村级动物防疫员的业

务素质和工作能力。

2.4 完善村级动物防疫员考核机制

积极完善村级动物防疫员工作考核机制和动态

管理机制,把动物强制免疫、畜禽标识佩戴、免疫档

案建立、动物疫情报告等情况作为考核主要内容,定
期对村级动物防疫员的工作情况进行考核并开展综

合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与报酬挂钩;同时,与所有村

级动物防疫员签订基层动物防疫工作责任书,明确

其权利义务,规范其行为。对工作不认真及严重违

法违纪的,解除聘用合同;对造成重大动物疫情发生

和蔓延的,依法追究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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