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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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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等服务，开展技术示范与指导等业务。

2）改革现状。2015年汉中市推动镇兽医站改革

以来，10县 1区中，有 10县（区）进行了改革，目前，

大部分镇兽医站和其他几个部门组建了农业技术

综合服务中心（站），已划归镇人民政府，人员、资产

也已上交。

2 镇兽医体制改革对动物卫生监督

工作的影响

2.1 镇兽医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

1）人员编制紧缺。汉中市镇兽医站由于编制问

题，部分镇兽医工作人员是临时聘任，没有编制，此

次机构改革这部分人员去向没有得到解决，这也是

镇兽医站改革工作迟缓的原因之一。

2）办公场所不足。此次改革，镇兽医站办公场

所均上交镇人民政府，镇兽医站工作人员均到镇政

府上班，由于镇政府办公场所紧张，原兽医站办公

场所被镇政府调配使用，有的镇兽医站只有 1间办

公用房，大部分镇没有检疫申报点。

3）工作关系不明确。镇兽医站并入镇政府后，

部分原镇兽医站工作人员被镇政府抽调到其他部

门工作，剩余人员还要承担村扶贫及镇政府其他工

作，导致从事畜牧兽医工作人员不足，工作滞后。

4）工作衔接不顺畅。镇兽医站工作人员移交镇

政府后，接受镇政府管理，上级畜牧兽医业务部门

对原镇兽医站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县级动物卫生监

督机构属事业单位，与镇人民政府没有隶属关系，

工作下达需通过县区农业局，工作衔接不顺畅。

5）办公设备陈旧。此次改革，镇兽医站资产上

交镇人民政府，镇政府只是为镇兽医站提供了办公

室，镇兽医站所用电脑、打印设备还是原来的老旧

设备，在此次电子出证工作中，存在部分原兽医站

电脑配置低，无法开展工作的情况。由于上级畜牧

兽医业务部门对镇兽医站变为技术指导，只能督促

镇政府更换办公设备，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导

致汉中市电子出证工作进展缓慢。

2.2 对检疫申报工作带来的影响

镇兽医站并入镇人民政府后，由于办公场所不

足，导致大部分镇没有检疫申报点，只有 1间办公

室，临时加挂检疫申报点牌子，部分镇兽医站办公

场所在楼上，不方便群众办事，同时办公设备老旧，

也导致检疫申报工作无法开展。

2.3 对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带来的影响

镇兽医站撤销后，镇人民政府对部分人员的

抽调或替换，导致办公人员不足，也造成信息不灵

通，县区兽医主管部门只是对镇兽医站工作进行

指导，不能及时了解镇兽医站工作开展情况，发生

疫病也不能及时掌握情况，给后期疫病的防控带

来隐患。

3 对 策

1）规范镇兽医站人员配备及办公场所。根据工

作需要，确定镇兽医站工作人员数量，明确每个工

作人员工作职责，保证兽医站工作人员有足够的时

间开展业务工作，不随便替换工作人员，确实需要

替换的应及时和上级兽医主管部门协商，配备专业

人员，同时提供镇兽医站必备的办公条件及场所，

保证工作能顺利开展。

2）理顺工作关系。镇兽医站并入镇政府后，县

区农业局要及时向县区主要领导汇报工作开展情

况，提高领导对兽医工作的重视，协调好镇人民政

府和县区畜牧兽医业务部门的关系，明确镇人民政

府对镇兽医站工作人员的管理，同时要对镇兽医站

的工作负责，并配合好县区畜牧兽医业务部门对镇

兽医站的工作指导。

3）强化部门协作。县区农业局应协调好镇人民

政府与县区畜牧兽医业务部门的关系，召集镇主要

领导与县区畜牧兽医业务部门进行工作衔接，加强

镇人民政府与县区畜牧兽医业务部门的协作，保障

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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