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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都区村级动物防疫员现状调查

李鹏风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农牧局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青海海东 810799

村级动物防疫员是指由乡村聘用，承担着行政

村动物防疫工作的人员。村级动物防疫员队伍是我

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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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证我国动物卫生安

全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

为了更加科学地管理好这支队伍，并进一步指导好

基层动物防疫工作，笔者对当前乐都区村级动物防

疫员队伍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具体调查情况如下。

1 乐都区畜牧业发展现状

2013年 4月 12日，乐都县拆县设区，海东市人

民政府设在乐都区，全区面积 3 050 km2，人口

29.2万人，其中，农村人口达 23.99万人，乐都区下

辖 19个乡镇、345个行政村，养殖业主要有牛、羊、

猪、家禽和特色养殖。2013年度，牛、羊、猪、家禽饲

养量分别达到 56 050头、488 857只、585 399头、

805 719 羽；牛、羊、猪、家禽出栏分别达到 22 009

头、284 357只、394 191头、392 177羽；牛、羊、猪、

家禽年末存栏分别达到 33 645 头、200 640 只、

183 778头、395 047羽。全区肉类产量达 2.47万 t，

禽蛋产量达 5 200 t，奶产量达 6 020 t，毛产量达

639 t。目前，全区通过国家级规模养殖场认定的规

模养殖场 4个；通过省级规模养殖场认定的规模养

殖场 44 个（其中：生猪 21 个、肉羊 15 个、蛋鸡 4

个、肉鸡 2个、肉牛 1个、奶牛 1个）。乐都区正在通

过有序开展规模养殖场认定工作，积极引导饲养者

转变养殖观念和饲养方式，规范养殖技术，有力推

进规模化、标准化养殖进程，最大限度地提高动物

防疫功能和经济效益。

2 全区村级动物防疫员情况调查

全区是按照行政村的个数来设置的，截至目

前，全区总共有 374名防疫员，其中，还对全区牧场

也配了动物防疫员。调查结果如下。

2.1 年龄调查

全区 374 名村级动物防疫员中，1949 年至

1950年出生的共有 6名，占 1.6%；1951年至 1960

年出生的共有 115名，占 30.7%；1961年至 1970年

出生的共有 153名，占 40.9%；1971年至 1980年出

生的共有 100名，占 26.7%；1980年以后出生的 18

名，占 4.8%，其中，1990年以后出生的 2名，占 0.5%。

2.2 性别调查

男性共 362名，占 96.8%。女性共有 12名，占

3.2%。

2.3 学历调查

初中学历 201名，占 53.7%；小学学历 153名，

占 40.9%；高中学历 15名，占 4.0%；中专以上学历 5

名，占 1.3%，从学历调查可以看出村级动物防疫员

整体文化水平偏低。

2.4 工资调查

村级动物防疫员年平均工资为 3 044元，根据

大、小村和动物防疫工作量的大小有一定幅度的上

下浮动，年底，由局财政直接拨款到基层兽医站账

户上。在防疫期间，村级动物防疫员不向养殖户收

取任何费用。

3 全区村级动物防疫员的工作现状

目前，国内外重大动物疫情的频繁发生，动物

疫病的防控形势的日趋严峻，动物疫病防控的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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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增加了，免疫次数也由原来的春、秋季 2次免

疫增加到 3次免疫，增加了 1次集中免疫，并且，每

个月还要对新增畜进行补免，在免疫的同时，还要

佩戴耳标，并传输耳标信息、建立免疫信息档案。

2013年，乐都区猪口蹄疫疫苗免疫 43.52 万头次

（含春、秋集中免疫和新增畜的补针），高致病性蓝

耳病疫苗免疫 41.66万头次，猪瘟单价苗免疫 42.35

万头次，猪三联苗免疫 28.63万头次；牛口蹄疫疫苗

免疫 9.3万头次（含春、秋集中免疫和每月对新增畜

的补针），亚洲Ⅰ型口蹄疫二价苗和 A 型口蹄疫

1.98万头次，羊口蹄疫疫苗免疫 63.48万只次（含

春、秋集中免疫、新增畜的补针和 6、7 月份对规模

养殖场户的补针），羊四联疫苗免疫 43.48万只次；

高致病性禽流感疫苗免疫 105.19万只次，鸡新城疫

疫苗免疫 93.15万只次。全区每位动物防疫员年平

均免疫猪 4 175头次，牛 301头次，羊 2 859只次，

家禽 5 303 只次，填写免疫档案 190 余条次，佩戴

免疫耳标 3 022枚。村级动物防疫员除动物疫病免

疫工作外，还要负责及时上报动物疫情普查结果，

按期统计上报村级畜牧业生产情况，特别是规模养

殖场的生产情况等工作。发生重大动物疫情时，村

级动物防疫员还要协助参加动物疫情普查、扑杀、

隔离、消毒以及无害化处理等工作。

4 全区村级动物防疫员队伍中存在的
问题

4.1 从年龄、性别、学历、工资结构方面分析

全区村级动物防疫员队伍年龄偏大；男性占绝

大多数；学历以小学、初中学历占绝大多数，村级动

物防疫员的整体文化水平偏低；村级动物防疫员工

作任务特别繁重，工资偏低。

4.2 从全区全年的免疫工作任务方面分析

全区所饲养动物达到约 193万头只，每年疫苗

免疫次数达到 430 万头只次，免疫密度、耳标佩戴

率必须达到 100%，耳标佩戴数至少要达到 193万

枚，并且同时要上传免疫、耳标信息达到 193万条

以上，其中，仅在一头猪上要上传 4条免疫信息（即

4种疫苗的信息），这些任务几乎是动物防疫员一人

完成，免疫任务特别重。

4.3 从乐都区畜牧业发展现状分析

规模养殖场（户）还比较少，通过国家级、省级

规模场认定的更少，主要还是以散养户为主。经调

查，村级动物防疫员除了对散养户所饲养动物免疫

外，还要对村级动物防疫员所在村的规模养殖场户

饲养的动物进行免疫，这样又加大了村级动物防疫

员的工作强度和工作量。

4.4 从村级防疫员队伍管理方面分析

经调查，大多数乡镇政府对村级动物防疫员缺

乏管理，基本是基层畜牧兽医站全权管理。村级动

物防疫员队伍主要存在以下情况：首先，各个乡镇

的村级防疫员更换频繁，有些村甚至出现春季这个

人干，秋季又另外一个人干，今年你干，明年他干的

现象，防疫员队伍很不稳定，时常出现断层；其次，

村级防疫员的工作安全保障、养老等方面还缺乏科

学、合理的管理模式；第三，对村级防疫员的绩效考

核制度还不够健全，绩效考核制度没有很好地落实

到位，年底工资兑现基本按大村和小村两个标准发

放，干好干坏没多大影响，这样，村级动物防疫员的

积极性也不高。

5 对进一步健全村级动物防疫员队伍
的建议

1）经分析，乐都区村级动物防疫员大多数是 44

岁以上的人，年龄偏大，根据目前的动物疫病形势，

应尽量聘用 43岁以下（即 1980 年以后出生）的长

期在家的年轻人。

2）经分析，乐都区村级动物防疫员绝大多数是

男性，不过有 3.2%的女性，面对目前大多数年轻人

和中年男性都常年外出打工，在必要的条件下，也

可以聘用村里有知识、有劳动魄力的妇女参加动物

防疫工作。

3）经分析，乐都区村级动物防疫员中小学学历

的占 40.9%，大多数村级动物防疫员是“半路出家”

的，而目前的动物防疫工作中，除疫苗种类多外，还

有上传免疫耳标信息，建立免疫档案等工作，小学

文化程度很难适应当前日趋复杂、规范、细致的动

物防疫工作。所以，在聘用村级动物防疫员时，应尽

量聘用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参加，优先聘用村兽医以

及高中和中专学历以上，并有畜牧兽医专业技术水

平的人参加。

4）经调查，村级动物防疫员年工资平均是 3 044

元，现在的动物防疫工作由原先的季节性防疫变为

了全年防疫，工作量和工作强度日趋加大，这些工

资与他们从事的工作量和工作强度对比，工资普遍

管理前沿 69窑 窑



养殖与饲料 2015年第 1期

太低，这样就很难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就很难保

证动物防疫工作质量。所以，建议上级有关部门依

据村级防疫员的工作量和工作强度协调适度提高

他们的工资。

5）将适合条件的村干部聘用为村级动物防疫员

也是一种很好的聘用动物防疫员的方法。一是村干

部一般文化水平比较高；二是村干部一般常年在家；

三是如果村干部聘用为村级动物防疫员，他们在领

取干部工资的同时还可以领取动物防疫员工资，这

样也增加了收入，村干部的积极性也比较高；四是村

干部在宣传动物防疫工作和处理动物防疫工作中遇

到具体问题时，方法灵活、多样、高效。

6）根据全区村级动物防疫员的工作现状，随着

全区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和当前动物疫情形势，目

前，动物防疫过程中，仅 1头猪上就要注射口蹄疫

疫苗、高致病性蓝耳病疫苗、猪瘟疫苗和猪三联疫

苗 4种疫苗，1只羊上注射口蹄疫和羊四联 2种疫

苗、1只牛上要注射 O型口蹄疫疫苗和亚洲 A型口

蹄疫疫苗 2种疫苗，1只鸡上要注射高致病性禽流

感疫苗和鸡新城疫疫苗 2种疫苗。还要对免疫的

牛、羊、猪佩戴耳标，给免疫动物佩戴耳标工作 1个

人很难完成，最后，还要上传免疫耳标信息和建档

立卡，村级动物防疫员的工作任务极其复杂、繁重。

所以，建议上级有关部门充分考虑目前动物防疫工

作实际情况，加大动物防疫工作的经费投入，配备

必要的设备和设施，必要的时候，在动物防疫期间，

对每位村级防疫员至少配备 1名协助人员，帮助其

顺利开展工作。

7）经调查，乐都区村级动物防疫员队伍很不稳

定，究其原因，主要是对村级动物防疫员队伍缺乏

科学合理的管理。主要可以从以下措施加强村级动

物防疫队伍的稳定性。

一是注重素质，更加科学、合理地聘用合适人

员加入到该队伍中；二是根据动物防疫工作量和工

作强度，适度提高村级动物防疫员工资；三是采取

科学、有效的培训方式，提高村级动物防疫员的法

律知识和畜牧兽医技术水平；四是创新机制，建立

健全更加科学、合理、高效的动物防疫工作竞争机

制，进一步激发村级动物防疫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责

任性。五是通过行政手段，尽可能地解决村级动物

防疫员的后顾之忧，如动物疫苗应激反应死亡补

偿、动物防疫员意外伤害和养老保障等。

8）2013年 4月 12日，乐都县拆县设区，海东市

人民政府设在乐都区，这给乐都区畜牧业发展带来

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随着畜牧业

的快速发展和同时带来的动物疫情风险系数的加

大，工作标准和要求日益规范，这更加要求建立一

支管理科学、技术过硬、勇于奉献、工作效率高的村

级动物防疫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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