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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动物防疫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施泽志 1 董仲生 2* 李光菊 1 熊炳桂 1 钟杨军 3 罗廷云 4

1.云南省云县畜牧兽医局，云南云县 675800；

2.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昆明 650212；

3.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县六库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云南泸水 673200；

4.云南省马关县坡脚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云南马关 663714

摘要 云南省云县存在山区以散养为主、动物数量变化快、基层重视不够、群众防疫意识淡薄、对免疫预防

不信任、防疫员有后顾之忧、重大疫病强制免疫应激反应强、动物死亡补偿费不能很好落实、防疫队伍素质低等

系列问题。提出的应对策略包括政府唱主角，业务部门保质量；用更加深入细致的方式加大宣传力度，普及动物

防疫知识；加大执法力度，努力在山区推广标准化、规范化养殖等措施，做好山区的防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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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县是典型的山区农业县，是云南省畜牧大

县，2014年全县共出栏大牲畜 3.33万头，出栏肥猪

91.41万头，出栏山羊和绵羊 12.98万只，出栏家禽

408.74万只，肉类总产量 7.86万 t，畜牧业产值 16.7

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 40.0％。

全面实施“动物防疫整村推进”和生猪“321”免

疫新技术以后，坝区的免疫密度提高到 96.2%以上。

但偏远山区仍然存在免疫死角，经免疫的动物抗体

阳转率低，留下了疫病流行的隐患。

1 山区动物防疫工作存在的问题

1.1 散养仍然为主流

云县的畜禽养殖集中在农村，以 1家 1户散养

为主。规模化发展扶持项目基本安排在坝区或半山

区，当前偏远山区全部都是零星或小规模分散养殖，

特别是牛、羊和禽类，每户的养殖数量只有几头（只）

到几十头（只），以放养为主。云县山高坡陡，农户居

住分散，高中低海拔均有居民。所以，要抓好千家万

户分散饲养畜禽的动物防疫工作，依然是个难题。

1.2 动物数量变化快

规定基层动物防疫人员对农村饲养的畜禽及

其免疫情况建立档案。但由于养殖户经常销售和购

进畜禽，各家各户饲养畜禽的数量变化较快，基层

畜牧兽医人员很难及时和准确掌握防疫责任区内

的畜禽变化情况，新生和补栏的畜禽常常成为防疫

死角。

1.3 基层对动物防疫重视不足

较偏远的山村，免疫预防工作的组织领导、宣

传动员、监督管理等不到位，防疫员管理跟不上，整

村推进率不高、防疫密度低。部分乡镇、村组落实动

物防疫工作只流于形式，动物防疫工作仍然处于职

能部门单打独斗的局面。

1.4 群众的防疫意识淡薄，回避预防接种

山区部分群众对动物防疫工作的重要性认识

不足，缺乏防疫主动性，有些养殖户不愿意接受防

疫，使强制免疫阻力加大。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点。

1）在集市上随意购买畜禽，人为把疫病“买回”

家。

2）有的养殖户存有侥幸心理，认为往年不打防

疫针也没发病，只顾自家的畜禽安全，不考虑发生

重大疫情时的后果。

3）非强制免疫的疫苗要收疫苗费和手续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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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户不愿出钱。

4）养殖户相互观望，只要有人抵制免疫接种，大

家都效仿。其个人态度会影响整个免疫工作的实施。

5）由于山区往年出现过免疫失败现象，接种疫

苗后仍发生传染病，造成部分养殖户对免疫预防的

不信任。

1.5 防疫员有后顾之忧

1）重大疫病强制免疫应激反应强，时有牲畜死

亡。近年来牲畜价格高，免疫死亡补助与市场的价

差大，群众难以接受。

2）山区山高路远，免疫接种工作劳动强度大。

县、乡财政支持不足，防疫员补助低，免疫收费难，

防疫员的劳动与收入不匹配。

1.6 防疫经费匮乏

县乡动物防疫部门的动物防疫工作经费经常

不能列入财政预算，在防疫工作中必要的免疫过敏

反应治疗费、反应死亡补偿费、防疫物资储备费等

都不能及时落实。

1.7 队伍素质不高

村级防疫员普遍文化水平低，老龄化严重，加

之认识问题、待遇问题、管理问题等，导致其责任心

不强，队伍不稳定，工作不力，组织形式松散，管理

制度、组织纪律对防疫员的约束力度不强，造成免

疫密度低、免疫质量差的不良局面。

2 对 策

2.1 政府要唱主角，业务部门保质量

各级政府要全面行使政府“负总责”、“保密度”

的动物防疫工作责任制，承担组织领导、宣传发动、

督促检查的职责，健全乡村动物防疫队伍，加强管

理，并做好监督和指导；充分利用行政网络，层层落

实责任，村组领导要对防疫员进行跟班式发动群

众，全面组织好春、秋两季动物集中免疫和平时的

疫情防控工作。

县乡畜牧兽医部门要切实抓好动物防疫的“保

质量”、“保供应”工作。

1）做好疫苗的计划采购、储备、运输、保管和发

放工作，要保障疫苗效价。

2）切实保管好疫苗，指导防疫员规范免疫操

作，确保免疫质量。

3）建立和完善免疫档案，做到乡（镇）有台账、

防疫员有记录、农户有免疫卡、畜禽有免疫标识。

2.2 针对山区老百姓开展专项宣传

基层兽医人员深入山村，在村社干部的协助

下，以会议、面对面交流、走访重点“钉子户”，争取

得到广大养殖户的支持，积极配合防疫工作，努力

提高防疫密度，保证免疫质量。

尤其是针对重大疫病免疫反应强烈，疫苗免疫

保护率不高等问题，要耐心解释，必要时采取行政、

法律手段，实施强制免疫。

2.3 扩大资金渠道

在政府经费投入有困难的情况下，采取拉赞

助、动物重大疫病保险等形式，多方面争取经费，增

加村级动物防疫员的收入，解决好免疫反应治疗费

和死亡补偿经费、重大动物疫情防控及扑杀经费，

解除免疫后顾之忧。

2.4 努力推广标准化、规范化养殖

努力将规范化、标准化养殖推广到山区，同时

提倡村民专业养殖，让百姓充分理解疫病风险，增

加预防接种的成本，提高认识，在山区建成标准化、

规模化、小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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