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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动物卫生监督队伍素质的优劣，直接关系到畜禽产品质量和社会公共卫生的安全。近年来，十堰市动

物卫生监督机构注重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保障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推动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做出了

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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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产品作为人类主要食品之一，其质量安全

日益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公众的倍

加关注。如何进一步规范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设置、

加强队伍建设、提高队伍素质、提升监管水平，保障

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既是“保安全，促发展，保民生，

促和谐”的需要，也是当前业内人士积极探索的重

要课题。本文通过对本辖区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人

员等现状调查、问题分析，结合实际，提出相应的对

策，旨在进一步推动辖区内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确

保畜禽养殖、动物产品安全，保障畜牧业绿色环保、

可持续发展。

1 十堰市动物卫生监督队伍现状

1）市级机构设置及人员状况。经 2008年机构

改革，“十堰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与“十堰市动物检

疫站”合并为“十堰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属副县级、

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定编 70人。监督所设立“城区

动物检疫站”等 4个正科级内部科室。2016年，全所

动物卫生监督员（动物检疫员）66人。其中：大学 42

人，大专 23人，高中 1人。高级 14人，中级 34人，

初级 10人，其他 8人。30～35岁 9人，36～40岁 12

人，41～50岁 27人，51岁及以上 18人。

2）县市区机构设置及人员状况。2016年底，全

市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所（动物检疫站）10个，人员

102人，其中：科级 6个，监督、检疫合设 8个。动物

卫生监督员（动物检疫员）102人，其中：高级 3人，

中级 68人，初级 25人，其他 6人。机构性质均为全

额拨款事业单位。

3）乡镇机构设置及人员状况。2016年，全市乡

镇 127个，乡镇畜牧兽医站 128 个，其中服务中心

121个，全市乡镇检疫、监督员实行“统一定编、统一

定岗、统一派驻、统一管理”制度，应派驻防检监督

员 222人，实际派驻 175人。

4）乡镇派驻监督员待遇。2016年，十堰市各县

市区共拨付派驻防检监督员人员经费 556.3万元，

人均 3.18万元 /年。经费主要来源于县级财政拨款

和“以钱养事”专项经费。其中：财政拨款 518.14万

元，“以钱养事”专项经费 38.16万元。

2 存在问题

1）机构设置尚不规范。一是机构混设、职能混

合。2009年，全市畜牧兽医管理体制改革后，个别区

未实行机构单设，职能单列；二是专岗而多责。多数

乡镇由于经费缺、人员少、工作杂，虽然定岗，但是

一人多职、一人多责现象普遍存在。

2）基础素质比较薄弱。全市乡镇队伍“学历低、

基础差”特点十分显著。据统计，初中以下占 3.23%，

初中占 58.02%，高中、中专占 28.93%，大专以上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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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9.82%。

3）“老龄化”特征明显。十堰市现有乡镇基层防

检监督从业人员 1 303 人，其中：30 岁以下仅占

4.3%，30～49岁占 47.96%，50岁及以上占 47.74%。

调查结果表明，队伍年龄结构“老龄化”、业务骨干

“青黄不接”问题比较突出。

4）基层职称评聘困难。2016年，全市基层队伍

中，无职称资格者占 35.61%，具有职称资格者

64.39%，其中：初级 53.34%，中级 11.05%。因受专业

技术指数、经费等因素限制，导致未聘率居高不下。

5）基层人员待遇偏低。十堰辖区基层防检监督

人员年均 3.18万元，达到全市平均水平的县市区 4

个，仅占 40%，其中最高达到 4.32万元 /（人·年），最

低仅为 0.4万元 /（人·年）。

3 对 策

1）完善保障机制。一是健全机构。全市应在机

构设置、机构名称、单位性质、人员编制、职能职责

上，实现“五统一”，确保上下一致、运行协调；二是

保障经费。一方面，应加大市、县级监督业务工作经

费投入，保证监管工作正常开展；另一方面，应将乡

镇基层人员、业务经费，统一纳入县市区财政预算，

确保基层派驻人员待遇，提高基层队伍工作积极

性。

2）创新培训模式。积极探索创新队伍培训新模

式、新途径，着力提升队伍整体素质和履职能力。在

加大常规业务培训方法力度的同时，应大力创新市

校联合、办班深造；上挂下派、市县交流；比武竞赛、

提高技能；观摩学习、异地取经等培训新机制、新模

式，努力打造一支作风硬、素质高、业务精、能力强

的监督队伍，为推动监管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3）强化队伍管理。健全制度，强化管理，严把

“三关”，实现“三优”。一要严把入口关，实现素质

优。按照德才兼备、专业对口、逢进必考、择优录用

的原则，确保人才能进、录则能用；二要严把用人

关，实现服务优。因才施用，充分发挥人才专长、特

点，保证监督业务工作顺利开展；三要严把考核关，

实现业绩优。突出业绩，严格考核，突出履职，奖勤

罚懒，努力营造奋力争先、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不

断开创动物卫生监督事业新局面。

摘要 对汉中市部分镇进行走访，分析了镇兽医体制改革对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影响，指出其体制改革存

在人员编制紧缺、办公场所不足、工作关系不明确、工作衔接不顺畅、办公设备陈旧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应解决对

策，从而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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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兽医站承担发展畜牧业的方针、政策、法律、

法规；开展畜牧业产前、产中、产后各项服务的宣传

贯彻；村级服务人员培训指导及推广科技成果和实

用技术等工作。此次镇兽医站改革，笔者走访了汉

中市部分镇并了解了此次改革的基本情况，本文主

要探讨镇兽医体制改革对动物卫生监督工作带来

的影响和对策。

1 镇兽医站改革情况

1）主要工作业务。汉中市镇兽医站主要开展畜

禽疫病免疫接种、检疫、消毒、监督、检查；畜禽品种

生产、供应、配种、改良；开展技术培训、讲座、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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