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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防疫队伍状况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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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基层公益性动物防疫人员（即村级防疫

员）队伍建设情况，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2014年 3月 10日至 12日，十堰市市委人才中心与

市畜牧兽医局抽调专人，组成联合调研组赴丹江

口、郧县、郧西县、房县进行了现场调研，另外以电

话询问、下发表格等形式对竹山、竹溪、张湾、茅箭

等县（区）进行了调查，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1 基本情况

1.1 工作职责和聘用状况

村级防疫员的主要任务是春秋两季动物集中

免疫（每季猪 2次 3病种、牛 1次 1病种、羊 2次 2

病种、禽 2次 2病种）及季防月补，同时承担着产地

检疫，畜禽品种改良，良种畜禽繁育，畜牧兽医新技

术的推广，动物疫情普查、调查、监测、疫情报告，畜

禽养殖场（户）监督管理，免疫档案的建立，动物发

病治疗等工作，是控制重大动物疫情发生和动物产

品质量安全的源头，守卫着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村级防疫员大多数是原乡镇畜牧兽医站集体兽

医（事业性质，自收自支，当时向农户收防疫费），

2005年农村综合改革时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畜牧

兽医站及农机服务站三站合一，由事业单位改为民

办非企业组织，兽医站被推向市场，强制免疫经费由

政府买单，基层动物防疫工作改为“以钱养事”，原兽

医站工作人员成为社会人，春秋两季防疫时集中由

乡镇防疫机构（系县畜牧兽医局派驻）聘请回来。

1.2 人员配备及结构情况

据统计，2013年底，全市 129个乡镇、1 912个

行政村、69.36万农户，畜禽饲养量为生猪 415.6万

头、牛 51.08万头、羊 207万只、禽 5 458万羽，共配

村级防疫员 993名。从全市统计情况看，993名村级

防疫员，年龄在 35岁以下的有 96人，在 36~49岁

的有 320人，在 50~55岁的有 122人，在 55岁以上

的有 455人；专科 56人，中专（高中）415人，初中及

以下 522人；中级 122人，初级 299人，无职称 572

人。

1.3 劳务报酬及社会保险情况

从全市统计情况看，2013年村级防疫员的劳务

报酬（含社会保险个人部分）总额为 880.94万元，人

均为 8 872元。2013年县级政府把社会保险费纳入

预算并统一办理的有 443人，个人自费办理的有

330人，没有办理的有 220人。

1.4 参加培训情况

多年来，畜牧兽医部门十分重视基层动物防疫

人员特别是村级防疫员素质的提高，通过与华中农

业大学、十堰市应用科技学校联合办班，请疫苗厂

家技术人员巡回讲座，推荐参加各级阳光工程培

训，以及部门平时以会代训、现场指导等多种形式

培训基层动物防疫人员。但由于村级防疫员待遇

低、学历职称与报酬不挂钩，他们主观上不会主动

提高素质、更新知识，也不会自费参加有关业务培

训和会议，所以对村级防疫员的培训任务主要靠县

级落实，而县级畜牧兽医部门经费预算大多不足，

无法进行全面专业的培训。

1.5 业务能力情况

由于村级防疫员队伍主要来源于集体兽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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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是“父传子”顶职的，学历低，再加上长期得不到

知识更新，所以业务水平一般。从 2011年我们对全

市 1 241名村级防疫员近几年的业务能力调查与

考试考核情况看，一般（59分以下）的占 15.9%、合

格（60~69分）的占 49.1%、良好（70分以上）的仅占

35.0%，村级防疫员实际业务能力不高。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2005年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后，原集体兽医失去

了事业单位人员身份，但他们绝大部分已经转为非

农户口，既无土地，又无其他收入。一部分年轻兽医

迫于生计外出打工，大多数人由于年龄偏大、无其

他技能、受家庭拖累等原因，只能受聘做防疫员。目

前基层动物防疫队伍受体制、思想认识、社会地位、

政治待遇、工作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存在着一

些突出问题。

2.1 身份尴尬，地位低下

2005年前，乡镇畜牧兽医站是自收自支性质的

事业单位，其主要是集体兽医，有人事工资档案，有

职工身份，可以申报职称，绝大部分已经转为非农

户口，享受与“七站八所”职工相同的政治待遇。可

改革后，单位性质定为“民办非企业”，职工都被推

向市场，成了社会人，只能通过合同方式获得劳务

报酬。由于他们不能像村干部、大学生村官及“三支

一扶”人员一样参加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等相关选拔考试，不能晋升档案工资和职称，但

又承担着农村公益服务职能，被人戏称为“二昏

头”、“四不象”。极其尴尬的身份致使他们怨气大，

感觉社会地位低下，工作荣誉感和积极性严重丧

失。

2.2 报酬太低，差距较大

从全市统计情况看，村级防疫员 2013年的劳务

报酬（含社会保险个人部分）人均为 8 872元，勉强

超过省畜牧兽医局 8 a前要求的 8 000元水平，与

2012年市政府（十政发[2012]34号）要求的 20 000元

相差甚远。各县市区之间差距较大，很多地方还是 8 a

前的预算水平，如最低的郧西县 150人仅 4 000元，

社会保险还要个人自费；有的地方如竹溪县、张湾区

采取“减人不减钱”的办法，随着防疫员总数的减少，人

均劳务报酬就有所增加；最高的房县人均 18 467元，

是郧西县的 4.6倍。此外，村级防疫员报酬与农业技

术推广和农机推广公益性岗位人员相比差距大，据

调查，2013年乡镇农业、农机公益性服务人员年均

劳务报酬分别为 2.7万和 2.8万元，社会保险全部

纳入财政预算；而且相比之下，他们的工作量、工作

责任、工作风险要比村级防疫员小得多。

2.3 社会保险不全，老无所依

从全市统计情况看，2013年县级政府把社会保

险费纳入预算并统一办理的占 44.6%，个人自费办

理的占 33.2%，没有办理的占 22.2%。各地之间也不

平衡，房县、竹溪县、张湾区都统一办理了三险（养

老、医疗、工伤）及意外伤害险，郧县只统一办理了

养老保险，郧西县为 25人统一办理了三险、自费办

理养老保险 167人，丹江口市自费办理所有社会保

险，竹山县、茅箭区、武当山特区几乎没有办理任何

保险。另外，还有 60岁以上的原集体兽医 259人

（郧西县 163人、竹山县 85人、竹溪县 11人）因没

有办理养老保险，靠民政低保或单位发放的最低生

活费维持生活。

2.4 工作量大，条件艰苦

从全市统计情况看，村级防疫员人均负责 1.93

个村、698家农户、6 784头畜、54 964羽禽的防疫

任务，每年要负责 6个病种（以前 4个），春秋两季

需到农户家 6次以上，累计防疫时间在 90~120 d，

每日往返里程 40 km左右；季防月补及其他工作每

年需 60 d，全年工作日为 150~180 d。有 40%的防

疫员没有摩托车，全凭步行，起早贪黑，每天工作时

间一般在 10 h左右，工作量较大，工作条件极为艰

苦。

2.5 学历低下，知识老化

全市 993名村级防疫员，从学历看，专科的占

5.6%、中专（高中）的占 41.8%、初中及以下的占

52.6%；从职称看，中级的占 12.3%、初级的占

30.1%、无职称的占 57.6%。随着畜禽养殖标准化、

规模化的发展，动物防疫工作要求进一步科学化、

信息化，对村级防疫员的综合素质要求也更高，因

此省、市、县畜牧主管部门近年来通过多种形式开

展了一些业务培训，但由于学历职称与报酬不挂

钩，村级防疫员主观上不会主动提高素质、更新知

识，导致目前知识严重老化，业务水平一般。

2.6 年龄老化，后继无人

从全市统计情况看，993名村级防疫员，年龄在

35 岁以下的占 9.7%，在 36~49 岁的占 32.2%，在

50~55岁的占 12.3%，在 55岁以上的占 45.8%。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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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以钱养事”体制后，并未建立人员补充机制，人

员只退不补，只减不增。由于报酬少、地位低、工作

累（脏、苦），年轻人不愿干，导致队伍总体年龄老化

严重，青黄不接，基层动物防疫面临后继无人的困

局。

3 对策与建议

3.1 明确身份，政治上落实待遇

明确基层公益性服务机构为事业性质，基层公

益性服务岗位人员为事业人员身份，同等享受参加

招考、申报职称、工资晋升等相关待遇，基层公益性

服务工作经历计算工龄。

3.2 提高报酬，经济上有所保障

通过政府增加财政预算、部门减少防疫员数

量、个人提高技术水平等多种途径，提高村级防疫

员的劳动报酬。根据新的工作职责和工作量，考虑

物价上涨因素，村级防疫员的年劳动报酬人均核定

在 2万元以上（不含社会保险单位部分）为宜；每名

防疫员的工作量以 2~3个行政村、800~1 000家农

户为宜（核定全县人员总数，减人不减经费）。这方

面房县的做法值得借鉴。

3.3 办理社会保险，生活上无后顾之忧

村级防疫员的社会保险必须以县（市、区）为单

位统一办理，单位部分纳入县级财政预算，个人部

分由考核单位代缴代扣。目前问题最大的是养老保

险和意外伤害商业保险，必须强制推行；医疗保险

灵活掌握，凡就近参加新农合或居民医保的可继续

缴纳，不强求参加职工医保；其他险种视地方财力

和单位实际，逐步推进。

3.4 政府重视，机制上能留住人才

从调查情况看，地方政府重视是提高报酬、增

加预算的前提，只要财政预算到位、劳务报酬恰当、

有保险无后顾之忧，再加上允许他们参加机关事业

单位的有关选拔招考，他们就会不断学习、提高技

术，老兽医大批退休需补充新鲜血液时，许多本地

的涉农大中专毕业生就会回归，这支队伍就会不断

优化。

3.5 加强培训，技术上适应需要

在提高整体劳务报酬的同时，要对村级防疫员

队伍素质提出要求。业务部门要定期组织培训，所

有人必须熟悉动物防疫法律法规、动物防疫基本知

识、疫苗保管使用技术。村级防疫员个人要加强自

学，并定期组织业务考试，除离退休年龄不满 5 a

的老同志外，达不到一定要求的，不予聘用。年龄在

45岁以下的，必须参加本专业中专以上学历教育，

提高业务理论知识和综合素质。

3.6 强化考核，工作上提高质量

制定《村级防疫员管理考核办法》，明确聘用条

件和程序，以行政村版土面积、农户数量、饲养量多

少，合理核定每个村的工作量和劳务报酬，提倡一

名防疫员 2~3个村，鼓励一人多村。采取农户签字、

村委会签字盖章、乡镇站检查、县局抽查、抗体检测

等多种方式，考核他们的防疫密度和质量。签订《动

物防疫责任书》，明确职责任务、考核标准、奖惩依

据。严格以考核结果兑现劳务报酬。

3.7 部门配合，模式上探讨多元化

县级畜牧兽医部门要主动参谋，积极探索，寻

求动物防疫模式的多元化。所有规模场（养殖小

区），凡是有条件建立养殖档案的，都要按《湖北省

动物防疫条例》要求，配备执业兽医或乡村兽医，实

行自主防疫；大中型规模养殖场要积极培养自己的

动物防疫技术人员，并取得执业资格；小型养殖场

可由动物疫病防控部门派驻执业兽医或乡村兽医。

探索动物防疫整体或部分承包给第三方，如专业合

作社负责几个村；多途径培养动物防疫人员，如村

干部、养殖大户，他们有自己的主业，春秋集中防疫

时，他们可负责一个村，按工作量兑现报酬，不存在

年劳务报酬和办理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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