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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层动物防疫存在行政措施不到位、力量薄弱、资金缺乏、舆论引导不到位、规范操作没有保障的问

题，建议采取加强防疫意识；强化领导，落实责任；配齐配足乡村两级动物防疫员；加大财政投入；落实保障机制

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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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疫病防控事关养殖业生产安全、动物产品

质量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国家把动物疫病防控定

位为重要民生工程，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

高级重视，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做好动物疫

病防控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距预期的防

控目标，尚有不少差距。现以笔者在基层从事畜牧

兽医三十多年的工作实践，就基层动物防疫工作存

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提升防疫质量试作如下探讨，与

同行交流。

1 存在的主要问题

1）行政措施难到位。农村工作千头万绪，从上

到下层层会议、下发文件、颁发责任状，贯彻落实，

抓不好，责难逃。至于动物防疫，虽然推行双重目标

管理责任制，政府保免疫密度，业务部门保免疫质

量，但目前的现状是，动物防疫基本上是畜牧兽医

部门在抓，政府只是一般性抓，在防控经费、机构设

置、人员编制诸方面，支持力度不够，严重挫伤动物

防疫员工作积极性，因此动物防疫难以完全落实，

防疫密度难以达到要求。

2）力量薄弱难干事。农村传统养殖模式以散养、

放养为主，尤其是鸡、鸭等禽类，各家各户从几只到

上百只不等，造成动物防疫工作面广、量大、难度

高，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而梅仙镇 2000年第一次兽

医机构改革，清退了社办集体兽医人员 3名，临时

工 2名，2005 年乡（镇）人员大调整，2 名专业技术

人员调往外乡（镇）。如今，畜牧兽医站从原来的 8

名工作人员减少到 2名，而其中 1名还是从部队退

伍的非专业技术人员，人员少、力量弱已成为不争

的事实，更有甚者，乡镇兽医机构业务虽归县局管

理，但行政仍由乡（镇）管理，专业人员必须服从政

府安排，挂包行政村抓中心工作（笔者至今仍兼任

驻村工作组长），否则职称无法得到聘任，绩效工资

无法得到落实，由此造成专业技术人员精力分散、

学非所用、资源浪费[1]。目前，动物疫病越来越复杂，

混合感染，人畜共患病时常发生，防控形势越来越

严峻，动物防疫工作量大，专业技术人员少，力量薄

弱，要确保防疫质量任重道远。

3）资金缺乏难办事。近几年，县政府下发给各

乡（镇）的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目标管理责任书中明

确规定，强制免疫注射工作经费按每年每村不低于

1 200 元预算，并做到春防到位 45%，秋防到位

55%，但由于乡（镇）财力有限，强制免疫经费落实起

来相当困难，有的甚至大打折扣，更不要说疫情监

测、应急处置等其他费用。防疫员务工补贴无法在

制度上得到保障，而是根据请示报告、领导关系来

拨付，更有甚者，行政村执行零接待制度，防疫员餐

食问题无法着落，而农村分散，距离较远的行政村

与政府有 40 km的路程，车程长达一个多小时，往

返家中用餐耗费时间，严重影响防疫进度，因此时

常空腹在基层从事条件艰苦的动物防疫工作，积极

性大打折扣，防疫质量难以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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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舆论引导难到位。每年春、秋防期间，虽然张

贴标语条幅，印发宣传单，举办知识讲座，但是政府

为节省开支，动物防疫会议规模随意缩小，本应参

加会议的驻村工作组、村主任、养殖业主没有全部

到会，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国家突发重大动物疫

情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难以宣传到

户。笔者多年带领动物防疫员进村入户开展免疫注

射工作，深刻体会到要提高防疫密度，村干部重视

与否尤为重要。2013年秋防，下保、玉石、通演、半山

等村的包片村干部在防疫员进村的前一天挨家挨

户通知养殖户关好鸡、鸭，并做好群众养殖业安全、

公共卫生安全等思想工作，进村当天，带领防疫员

逐家逐户免疫注射，并协助做好免疫登记工作，各

强制免疫病种的应免率均达到 100%，如果村干部

没有提前做好相关工作，要想做好动物防疫工作将

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防疫密度、防疫质量根本无

法保障。

5）规范操作难保障。由于政府没有对动物防疫

员的身份进行定性，从事报酬与劳动量不相符合的

动物防疫工作，养老保险等基本福利待遇制度没有

保障，看不见曙光，难免形成麻痹思想，以致影响操

作技能。一是疫苗保存不当，疫苗从出厂到省、市、

县有冷藏车运送，功效能够确保，从县到乡（镇）再

到村到户，由于运输时间长，条件有限，疫苗质量难

以保证。2013年春防，笔者随县疾控中心工作人员

到经通村督查，发现冷藏箱没有放置冰块，影响疫

苗功效。鸡新城疫疫苗Ⅰ、Ⅱ系彼此不分，用法不

当，严重影响免疫效果。二是疫苗接种途径不正确，

2010年秋防，猪口蹄疫免疫后出现厌食、颈部肿胀

甚至溃疡，通过调查发现，防疫员使用的针头过短，

疫苗没有注入肌肉，而只是注入皮下脂肪，而猪口

蹄疫灭活苗最适宜的接种途径是肌肉注射。三是器

械消毒不到位，接种部位乱用消毒药，有的防疫员

结束了当天的免疫注射，针头、注射器等没有按照

规定（使用清水冲洗干净，再用纱布包好，放入煮沸

消毒器内灭菌，等到煮沸后保持 15～30 min）消毒，

而只放在开水中浸泡片刻，消毒不彻底造成相互感

染，有的防疫员接种活疫苗时，用 5%碘酊消毒接种

部位，从而影响免疫效果，而实际上接种活疫苗应

使用 75%乙醇棉球直接进行消毒。

6）防疫意识待加强。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通

过向社会提供动物及其产品而获益，必须对自己提

供的动物及其产品承担责任，也就是必须保证动物

健康、产品是合格的，而落实这项义务的根本是做

好强制免疫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

十四条明确规定：“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应该履

行动物防疫强制免疫义务，按照兽医主管部门的要

求做好强制免疫工作”，这条法律明确规定强制免

疫义务的主体是畜禽饲养者，若不履行强制免疫义

务是一种违法行为，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在实际

工作中，部分畜禽饲养者认为饲养的畜禽是私人财

产，打不打防疫针是个人私事，他人无权干涉，这种

思想严重影响强制免疫工作的实施。

2 提升动物防疫质量的对策

1）强化领导，落实责任。各级领导必须明确动

物防疫是政府行为，主要领导是动物防疫第一责任

人。各级政府必须从维护畜牧业稳定发展、保障人

类健康这一高度出发，切实加强领导，把动物防疫

工作纳入重要工作日程，乡（镇）严格执行“政府与

村委、畜牧部门与动物防疫员”之间分别签订动物

防疫目标管理责任书，形成齐抓共管，真正做到责

任落实到人，任务分解、目标考核、督促检查三到

位，而不是将目标责任状颁发到下级就一了百了，

这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行为。各级政府应对动物防疫

工作实施全程跟踪，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2]。

2）配齐配足乡村两级动物防疫员。提升动物防

疫质量要靠人来完成。一要解决乡（镇）兽医站人员

编制不足问题，每个乡（镇）兽医站 1～2 名的专业

技术人员根本满足不了畜牧业迅速发展、疫情复

杂、强制免疫病种多、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养殖业污

染整治、动物检疫监督等工作需求，笔者建议，人员

编制应确保小乡（镇）不少于 3人，大乡（镇）不少于

5人，这样才能确保繁重的动物防疫工作，能够有足

够的力量开展。二要解决好学非所用问题，把有限

的专业人员用在刀刃上，尽量不要安排专业技术人

员从事农村中心工作。三要合理配置动物防疫员职

数，目前村级动物防疫员实行一村一员制，笔者认

为不尽合理。梅仙镇人口最少的东坪村只有 300多

人，最多的居委会有 3 000多人，而尤溪县人口最

多的后楼村有 8 000多人，300人与 8 000的村，工

作量相差极大，同样配备一个防疫员，报酬一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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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村极为不合理，严重影响防疫员工作积极性，笔

者建议应根据各村人口数及动物饲养量配置动物

防疫员职数，1 000人以下（含 1 000人）的村 1人，

1 000 至 3 000 人的村 2 人，3 000 人以上的村 3

人，才能确保任务繁重的大村有人员去完成动物防

疫工作。

3）加大财政投入，落实保障机制。《中华人民共

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六十二、六十四、六十六条明确

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将动物防疫纳入本级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及年度计划，按照本级政府职

责，将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扑灭、检疫和监督管理

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对在动物疫病预防和

控制、扑灭过程中强制捕杀的动物、销毁的动物产

品和相关物品，应当给予补偿，因依法实施强制免

疫造成动物应激死亡的，给予补偿。国务院应当制

定统一标准，形成文件，照章执行。各级政府应当将

强制免疫、疫情检测、应急储备、死亡补偿、疫病扑

杀、防疫设备、动物防疫员务工补贴、交通、意外伤

害保险、养老保险等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并及时

拨付到位，确保动物防控经费和动物防疫员劳务报

酬[3]。

4）储备应急物资，配置交通工具。《中华人民共

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应当储备动物疫情应急处理工作所需的防疫

物资”。一是疫苗和稀释液；二是防疫器械，包括注

射器、针头、耳标、耳标钳、冷藏箱、煮沸消毒器等；

三是消毒和急救药品，75%乙醇、5%碘酊、0.1%盐酸

肾上腺素、地塞米松磷酸钠等。根据笔者工作实践，

交通工具成为制约动物防疫工作的瓶颈，农村分

散，动物防疫员骑着摩托车奔驰在崎岖的山路上，

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尤其是雨天路滑，雾天能见

度低，更是让人担忧，建议政府予以配备动物防疫

专用车，车内配置音响设备，这样能够将《中华人民

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等

相关法律法规，动物饲养管理、疫情防控、技术操作

规程等宣传到户，做到边防疫边宣传，营造浓厚氛

围，从而有利于动物防疫工作质量的提升。

5）强化动物检疫和消毒灭源，严防病原扩散。

动物及其产品进入流通领域，通过检疫可以及早发

现病畜及其产品，将其剔除并做无害化处理，同时

对污染的畜舍及周边环境进行消毒，可以严防病原

扩散，因此必须建立健全消毒灭源制度，完善消毒

设施，严格消毒规程，确保消毒质量，切断重大动物

疫病传播途径[1]。

6）加强培训，提高素质。有人干事是基础，科学

防控促保障，组织动物防疫员、畜禽饲养者，聘请专

家、教授从法律法规、疫苗的保存、使用、消毒、注

射、标识佩戴、档案记录、动物检疫、病死畜无害化

处理、养殖业污染综合整治及应激反应解救等方面

展开全方位培训，切实提高他们的综合防控水平。

7）重新定位，树立动物防疫新观念。一要树立

以人为本的动物防疫新观念，实现由以保护动物健

康和畜牧业稳定发展为核心，向以保护公共卫生安

全和人类健康为核心的转变；二要树立全程控制的

新观念，实现由以结果控制为重点向以全程控制为

重点的转变，安全的动物产品是生产出来的，而不

是检疫出来的，因此要把工作重点放在生产环节，

平时要加强对“三聚氰胺”和“瘦肉精”等违禁药品

的检测力度，而不是等到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出事故

后，再来亡羊补牢[4]。

总之，通过强化政府行为，规范业务部门技术

操作规程，督促饲养者履行义务等综合防控措施，

切实达到防疫队伍健全、保障体系完善、财政投入

稳定、提升动物疫病社会化服务能力的防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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