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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户（100头以上规模辐射户 36户），县财政兑现

“以奖代补”资金 1 300多万元。同时，我县申报的 3

个 300头以上规模肉牛养殖场和 10个 1 000只规

模以上肉羊养殖场，均通过区财政厅和农牧厅的专

家组评估验收，区财政兑付“以奖代补”资金 337万

元。目前，我县落实正建的 46 个规模化养殖（园）

场，预计 7月底全部建成，8月进入补栏阶段，9月

申请县级验收。标准化规模养殖园（场）建设，加快

我县畜牧养殖业由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变，

提升规模化、标准化、园区化水平，夯实发展基础，

真正发挥引领作用，促进牧业增效、农民增收。

浅谈格尔木市动物防疫工作
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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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青河，本科，兽医师，从事动物检疫工作。

摘要 本文对格尔木市基层动物防疫工作的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就如何做好当地的动物防疫工作提出

相应的措施，以强化格尔木市动物防疫工作，从而促进当地畜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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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动物防疫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农牧民群众思想观念落后，对动物防疫认识不足

受传统观念和落后思想的束缚，格尔木市绝大

多数农牧民群众对动物防疫工作缺乏必要的认识，

对什么是动物防疫不够了解，仍处于“靠天养畜”阶

段，当牲畜出现疫情、疫病时不及时向畜牧兽医部

门上报，造成养殖业不必要的损失。

1.2 动物防疫体制不健全，宣传不到位，防疫设备

落后

1）格尔木市地处高原山区，牲畜全部常年放

养，饲养管理粗放，农牧民群众的防疫意识不强，造

成畜群生产性能低下。

2）基层畜牧兽医工作站专业技术人员少，直接

导致乡镇兽医防疫队伍力量薄弱，而村级动物防疫

员并非专职防疫人员，文化程度低，仅在春秋季动

物防疫工作时对动物进行疫苗注射，在防疫技术和

防疫手段上缺乏科学指导和专业技术，致使动物防

疫工作开展力度不足。

3）各乡镇畜牧兽医站工作人员身兼多职，除担

任防疫员外，同时兼管畜牧改良、技术推广、防疫统

计、产地检疫、疫情报告、流行病学监测等工作，村

级动物防疫员报酬低、责任心不强。

4）在落实《目标考核管理责任制》上没有强有

力的执行监督管理措施，基层防疫工作人员的责任

意识和服务意识淡薄。

5）缺乏应有的防检措施。没有动物防疫、检疫、

诊断、冷链等设施设备，落后的工作手段严重制约

了动物防疫工作的正常开展。

6）落实动物免疫溯源工作难，强化防检工作更

难。格尔木市自 2009年起落实动物免疫溯源工作，

但免疫溯源与产地检疫的衔接不能有序开展，阻碍

了动物防疫工作的有效推进。

2 做好动物防疫工作的应对措施

动物防疫工作事关社会经济、养殖业的可持续

发展，事关农牧民群众的生计，充分认识动物防疫

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反复性和紧迫性，

管理前沿 65窑 窑



养殖与饲料 2014年第 9期

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总结动物防疫工作

中的突出问题，切实做好动物防疫工作，严防重大

动物疫情发生，确保格尔木市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

是当务之急。

2.1 政府重视是做好动物防疫工作的基本保证

把动物防疫工作当作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加

强领导、组织、实施，以乡（镇）政府为单位目标量化

管理，强化落实各项防疫措施。层层签订防疫目标

责任书，建立严格的考核责任制，把“责、权、利”联

系起来，明确责任，保证动物防疫措施的落实，坚决

杜绝将动物防疫工作甩给乡镇兽医站工作人员和

村级动物防疫员开展，要让乡（镇）政府部门深刻认

识到做好动物防疫工作是促进畜牧养殖业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真正把动物防疫工作的落脚点放在保

障农牧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养殖安全的高度上来

做。

2.2 加强动物防疫知识的宣传普及，做到家喻户晓

动物防疫工作要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特别是

在动物防疫工作中要杜绝带病畜产品的食用；要积

极开展动物防疫知识宣传，强化宣传力度，运用多

种媒体，使农牧民群众正确认识动物疫病的危害，

在社会群体中形成共同防疫动物疫病的氛围，为动

物防疫工作打下良好的社会基础，促进畜牧业健康

有序发展。

2.3 积极建立应对重大动物疫病防制工作的长效

机制

动物防疫工作是由一系列环节组成，是一项系

统性极强的工作，各个环节都需要科学衔接，密切

配合。做好重大动物疫病防疫工作尤为重要。

1）保障动物防疫人员配备，加大政府投资力度，

确保资金落实，在软件和硬件上逐步提升层次。

2）逐步建立健全动物防疫的管理机制，建立“执

业兽医资格认证制度”，可以参照省级认证方式，以

地区人员的实际素质为前提，逐步由省级认证向国

家级认证推进。建立“家畜医疗统筹费征收制度”。

3）强化乡（镇）政府和乡镇兽医工作站的工作

关系，实现由兽医站独自防疫向政府统领、业务部

门密切配合的综合防疫转变。切实建立起“政府负

总责、部门各司其职”的防疫工作格局，政府领导要

作为动物防疫工作的第一责任人，组织实施综合防

疫措施，强化落实防疫责任。

4）严格实施动物疫情检测、报告、监管、处理制

度，在原有的检测报告制度的基础上，建立适应当

地疫情实况的动物疫病控制和防疫体系，增强动物

防疫的责任制。

5）逐步提高村级动物防疫工作人员的整体素

质。一支技术扎实、知识新颖的动物防疫队伍是保障

动物防疫工作的主力军，在人员配备工作开展的同

时，要对现有动物防疫员进行竞聘上岗、增加报酬、

提高其责任心、运用“请进来，送出去”相结合的方

式，提高动物防疫员的技术水平和知识层次；采用激

励机制，奖励优秀的动物防疫员，增强动物防疫员投

入动物防疫工作的热情，变被动防疫为主动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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