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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湖北省南漳县动物防疫现状存在着机构设置不合理、经费有缺口、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等诸多问题，笔

者建议改为防疫队伍专职化、多元化主体防疫、实行常年免疫及免疫申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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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畜牧业的迅猛发展，动物疫病防

控工作形势愈加严峻，就目前而言，我国的动物防

疫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随着

我国养殖业及其附属行业的不断发展，相关防疫工

作的难度势必加大，这严重影响着养殖业本身和公

共卫生的安全。目前湖北省南漳县的动物防疫工作

都是按照春秋两季进行的，存在着免疫程序的合理

性、科学性有欠缺，政府在动物防疫上的行政职能

容易被忽视等一些问题。那么，如何将基层的动物

防疫工作落到实处，建立一个长久、完善且科学的

管理机制便成了南漳县各级动物防疫管理部门所

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1 湖北省南漳县动物防疫工作现状

1.1 机构设置不合理，体制不健全

湖北省南漳县在 2005年改革之后，每个乡镇

均成立有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属非企业中介服

务组织，不具备执法管理职能，只承担公益性技术

推广服务职能，动物防疫工作则由乡镇人民政府委

托乡镇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负责实施，县畜牧兽

医局下派 1～3 名防疫监督员承担相关业务的指

导、管理、监督执法职能。

1.2 经费来源

动物防疫工作经费来自“以钱养事”，2005年改

革属于整体转制，遗留债务包袱重，人员严重超编，

加之改革前干部身份众多，他们要求上班但不愿意

从事动物免疫注射工作，只得从社会上招聘防疫

员，形成了僧多粥少的局面。虽然南漳县“以钱养

事”经费预算大大向畜牧兽医部门倾斜，但乡镇畜

牧兽医服务中心为了保持单位稳定，往往挤占“以

钱养事”经费给这些在岗不干事的人员发工资，形

成了有编制人员拿档案工资，干事的防疫员少拿报

酬的怪象。

1.3 从业人员素质不高

从全县来看，畜牧兽医服务人员素质差、结构

严重失衡，畜牧兽医队伍后继无人。一是年龄结构

老化。南漳县 235 名村级防疫员中，50 岁以上 98

人，40～50 岁 69 人，30～40 岁 61 人，30 岁以下 7

人，分别占 41.7%、23.9%、25.9%、2.9%；二是人员素

质较低。南漳县兽医人员的学历中，初中及以下文

化程度的 113人，高中 76人，农广校毕业 40人，大

专 6 人，分别占 48%、32.3%、17%、2.6%；三是人才

流失严重。年轻的有能力的，技术好的大多数外出

打工自谋职业，南漳县乡镇畜牧中心近 20年来没

有新进 1名畜牧兽医大专毕业生。

1.4 基本养老保险没有解决

村级防疫员大多是从社会上直接聘用的，这些

人在乡镇机构改革中没有纳入社会养老保险，根据

《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其购买养老保险，

这部分资金没有财政支持，成为一个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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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村级动物防疫设施、体系建设不到位

防疫员没有村的兽医室，防疫器械、消毒设施

不全，若有疫病，易造成交叉感染，安全隐患较大。

1.6 工作量大

防疫工作主要靠防疫员上门入户进行免疫注

射，家禽保定难度大，加之又只能在一早一晚进行，

导致家禽的免疫注射工作量占整个防疫工作量的

40%以上。集中免疫后的补针工作也要耗费大量的

人力物力，即使只有 1户添栏补槽的也需要一户户

摸排。

2 改革建议

2.1 防疫队伍专职化

对于农村动物防疫的改革，关键是要让防疫员

能重视起这份工作，承担起责任，保证防疫密度和

质量，而最好的办法就是使防疫队伍专职化。增加

防疫户数，提高劳动报酬，将动物防疫工作由副业

变为主业，由兼职变为专职。

2.2 多元化主体防疫

按照《动物防疫法》第十四条的规定，饲养动物

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履行动物强制免疫义务，按

照兽医主管部门要求做好强制免疫工作。根据养殖

场（农户）的畜禽养殖量将养殖场（户）分为 4类，分

类进行防疫并建立免疫档案。一类是农村散养户，

即年出栏生猪 50头以下，牛羊 30 头（只）以下，家

禽 100羽以下，由专职防疫员上门逐户进行防疫；

二类是适度规模的小型养殖户，即年出栏生猪 150

头以下，牛羊 50 头（只）以下，家禽 200 羽以下，由

防疫员直接提供防疫疫苗，现场指导督促农户进行

防疫；三类是规模养殖场（户），即年出栏生猪 150

头以上，牛羊 50头（只）以上，家禽 200羽以上的规

模养殖场（户）由镇区畜牧中心与其签定动物防疫

责任书，由规模养殖场（户）申报疫苗使用计划，畜

牧中心实地核定疫苗计划，并免费供应疫苗。畜牧

中心承担技术指导，督促其按免疫程序做好免疫工

作并建立免疫档案记录；四类是养殖专业合作社

（协会），即目前规范的养殖专业合作社（协会）的动

物防疫工作，由镇（区）畜牧中心委托实施，并与其

签定《动物防疫委托责任书》，由合作社（协会）牵

头，配备专门的防疫人员，统一对入社场（户）进行

程序化免疫。上述一、二类的动物防疫工作由镇

（区）畜牧中心组织实施，承担防疫主体责任；三、四

类规模化养殖场（户）和养殖专业合作社（协会）为

动物防疫工作主体，承担主体责任。

2.3 实行常年免疫

实行程序化免疫，实施常年免疫，按照科学的

免疫程序更为及时地对畜禽进行免疫注射。采取在

第 1次免疫后 21～28 d，对畜禽进行 2次免疫，实

施二次终免制度。此项免疫程序更科学合理，大大

提高免疫效果，同时大幅减少因盲目免疫、畜禽饲

养周期过长、多次免疫等原因造成的重复工作和疫

苗浪费等现象。

2.4 实行免疫申报制度

推行防疫申报制度，农户添栏添笼需要防疫的

畜禽，由农户电话申报，然后防疫员上门进行免疫

注射。可以统一印制防疫申报服务卡，注明管片防

疫员、镇（区）监管责任人、防疫申报联系电话，方便

农户及时申报。同时每个镇（区）建立健全申报平台

体系，每个防疫员要建立完善申报台帐。

3 目前存在的主要困难

3.1 经费有缺口

专职化防疫队伍建立后，既要养着原来有编制

不愿意从事免疫工作的职工，又要为防疫员购买养

老保险，加上近年来农户减少，“以钱养事”经费也

随之减少，而各类费用却节节攀升，整个乡镇畜牧

工作又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经费存在缺口。

3.2 免疫申报施行需要政府支持

要全面做好动物防疫工作，免疫申报相关工作

要相应建立和完善，才能更有效地保证免疫密度。

《动物防疫法》第十四条规定“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

人应当依法履行动物强制免疫义务”，如何履行这

义务，并不是光配合就行，还应该主动申报，但目前

国家和各级政府还未将此列入相应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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