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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村级动物防疫员队伍是动物疫病防控体系的基础，是动物强制免疫、畜禽标识加挂、免疫档案建立和

动物疫情报告等重要防疫措施实施的主体力量。但村级动物防疫员报酬没有列入县级财政预算，为预算外资金，

没有固定来源，为提高其劳动用工待遇，避免养老保险劳动合同纠纷，湖南省洞口县改村级动物防疫员为村级动

物协防员，改原常年用工为春、秋季动物防疫期集中用工，改报酬按月发放为用工计时计酬，改变了用工性质和

报酬发放方式，并加强对村级协防员管理和技能培训，达到防疫任务完成减人不降质，减人加薪的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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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洞口县花园镇畜牧业基本情况

湖南省洞口县花园镇地处湖南省洞口县西南

部，雪峰山东麓。东与本县又兰、高沙镇毗连，南与

武冈市湾头桥镇相邻，西与绥宁县红岩镇、黄土坑

乡接壤，位于洞口、绥宁、武冈 3县（市）交界之地。

土地面积 81.2 km2，2016 年花园镇共辖 27 个行政

村和红军桥、李家渡 2个社区居委会，总人口 3.4万

余人。全镇养殖业比较发达，共存栏生猪 1.2万头，

牛 2 644头，羊 2 698 只，存笼鸡 144 662 羽，鸭、

鹅 51 912羽，犬 104只；规模养猪场 12个，规模养

牛场 1个，规模养禽场 1个，全县家禽养殖大户秋

谷禽业（机械化养鸡场，万只产蛋鸡）也在花园镇新

店村内。

2 花园镇动物防疫站防疫员和村级

协防员情况

2016年上半年以前，洞口县花园镇动物防疫站

在编专职防疫人员 5人，聘用村级协防员 24人，其

中 65岁以上的 4 人，60～65 岁的 6 人，60 岁以下

的 14人。2016年下半年全镇并村工作初步完成，并

村后从原来的 27个村、2个社区合并为 12个村和

1个社区。

3 花园镇村级动物协防员用工方式

报酬

1）洞口县村级动物协防员和报酬来源。2006

年洞口县乡镇动物防疫体系改革，由原乡镇畜牧

兽医站改为乡镇动物防疫站，防疫员编制纳入县

财政预算，为差额拨款事业单位，除基本工资外，

绩效工资只拨付了全额的 36%，其他部分要靠检

疫收费弥补，2015年取消检疫收费，改为全额拨款

事业单位。当时为 146 个编制，2014 年后增加到

163名，其中乡镇动物检疫员核编 28名，乡镇动物

防疫员实际 135名。乡镇动物防疫员 135名，承担

565 个村和 24 个社区（居委会）动物防疫工作，每

个乡镇动物防疫员平均承担 4.4 个村（社区）动物

防疫工作任务。湖南省强制免疫的疫种：猪口蹄

疫、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牛、羊口蹄疫，牛出

败，狗狂犬病，家禽（鸡、鸭、鹅）：高致病性禽流感，

鸡新城疫，7个畜种 11个疫种。采取春、秋季集中

免疫注射，月月补注方法。免疫时加挂免疫耳标，

填写免疫档案，发放免疫证[1]。因此要完成如此重

的防疫任务，乡镇编制防疫员数量明显不足，就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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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动物防疫员来弥补防疫员数量不足，并由县

财政预算外资金来发放村级动物防疫员报酬，其

中 2014-2015 年洞口县村级防疫员最高预算外资

金 160 万元，2016 年 150 万元，2017 年 110 万元，

逐年减少。减少原因有 3个：一是县财政收入减

少，预算外资金偏紧，二是 2017 年生猪强制免疫

的疫种，由口蹄疫、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 3 种

改为口蹄疫 1 种，减少了免疫的工作量，三是

2016年下半年完成洞口县并村改革，全县为 334

个村，比原 565 个村减少 40.9%。相应 2014-2015

年全县聘请村级动物防疫员 312 名，2016 年减为

268 名，2017 年减为 126 名，较 2015 年减少

59.6%。

2）洞口县村级动物协防员用工性质和劳务补

助经费。由于洞口县村级动物协防员报酬较低，如

2015年 160万÷312人 =5 128元 /人，2017年 110

万÷126人 =8 730元 /人，不足 2个月社会工资标

准。由于原村级防疫员 2015年前报酬是按月发放，

像发工资一样，虽然钱不多（300～500 元 / 月），按

照劳动法，就得签订劳动合同，并交纳劳动养老保

险，产生劳动合同纠纷，产生新的上访群体。因此洞

口县从 2016年下半年开始将村级防疫员原常年用

工改为春、秋季动物防疫期集中防疫（2～3个月）用

工，由乡镇动物防疫站聘用原村级防疫员（也可聘

用经培训合格兽医或畜牧职业学校毕业生），改为

村级协防员，改报酬按月发放为用工计时计酬，改

变了用工性质和报酬发放方式，避免养老保险劳动

合同纠纷。

4 花园镇村级动物协防员精简工作
方式

根据县局洞口县村级协防员精简方案，结合花

园镇实际，对村级协防员的精简，花园镇动物防疫

站采取“三减一加”方式。

1）一刀切方式。站管会多次开会讨论报镇领导

同意，考虑到并村后工作的繁重和防疫经费的现

状，60岁以上的同志也不便于开展防疫工作，为适

应当前日益严竣的疫病防疫形势，决定对 60岁以

上人员全部一刀切的方式，为“一减”。

2）自愿退出的方法。广泛征求协防员的意见，

如果认为自己有困难或者身体原因，不能胜任动物

防疫这份工作的，可以向镇政府提出辞职申请，为

“二减”。

3）改变计酬方式。原来是固定防疫员每个村每

个月多少钱，现在改为按工作量计算劳动报酬。先

确定专职防疫员村数，然后根据局里下拔经费和需

要请协防员的村数，再用下拔经费数除以镇里协防

村户数的总和，得出 4.2元 /户的标准，计算出村级

协防员的劳务报酬，让一些不做事的人知难而退，

干实事的人多劳多得，为“三减”。

4）“一加”就是给乡镇专职防疫员增加工作量。

一是增加工作任务，以前专职防疫员只负责 1个村

的自免工作，从 2016年下半年开始每个人负责 2

个村，减少了聘请协防员个数；二是改变工作方式，

改以前春秋两季集中免疫为月月补免补注。村级协

防员只负责春秋两季集中免疫，月月补注的工作量

由专职防疫员承担。

通过上面办法，成功核减村级协防员 13名，其

中 60岁以上一刀切的 10人，自愿退出的 3人，裁

减 13名，较原聘 24名减少 54.2%。2016年在全县

秋防督查和年终检查中，花园镇几种动物强制免疫

疫种免疫密度都达 100%，抗体合格率达 70%以上，

实现了“减人不降质，减人加薪”的预期效果，最终

达到减少协防员人数，改变长期用工性质，避免劳

动合同纠纷的目的。

5 对村级动物协防员管理工作体会

1）以诚相待。村级协防员队伍是被社会遗忘的

群体，他们长期工作在动物防疫的第一线，大量的

动物免疫接种、免疫标识、免疫档案、消毒、疫情报

告及疫情处理工作，靠村级动物协防员来完成。他

们走乡串户、起早贪黑，猪圈里进、牛栏里出，为当

地的畜牧业发展和畜产品安全兢兢业业、呕心沥

血。退休后，多少有点不舍的情绪，同时他们退休后

没有任何待遇，心里十分不平衡，应该理解与体谅，

向他们耐心解释政策，向县、市、省上级反映老兽医

和村级协防员这个群体退休后无待遇的情况，争取

老兽医和村级协防员的养老待遇，最后让他们理解

和支持这项工作。

2）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先将任务待遇公

布，再向协防员公开分配，做到了能者上，想做事

的上，多劳多得，不劳不得，极大地调动村级动物

协防员的工作责任心，确保动物强制免疫各项落

实到位，进一步规范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质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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