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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盏西镇动物防疫现状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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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防疫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增收致

富的问题,“十一·五”以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快速

推进以及农业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畜牧业已成为

发展现代农业、农村经济和循环经济的支柱产业。
近年来,盈江县盏西镇坚持“预防为主、防养并重”的
方针,积极采取各项有效措施,扎实做好动物及动物

产品的检验检疫工作,认真搞好春秋两季集中免疫,
有效地控制了重大动物疫病的发生,确保了盏西镇

畜牧业健康、持续发展。据统计,2012年全镇大牲

畜存栏7290头、出栏1567头,生猪存栏14031
头、出栏16124头,山羊存栏4520只、出栏2040
只,家禽存栏53801羽、出栏47519羽;禽蛋产量

69t,肉类总产量1816t;畜牧业产值达4651万元,
占农业总产值的24.6%。生产实践证明,做好动物

疫病防控及检疫工作是十分重要的。本文总结了近

年来盏西镇动物防疫工作现状,分析了其中仍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了进一步加强疫病防控的建议。

1 盏西镇动物防疫现状

1.1 领导重视,机构健全

盏西镇畜牧兽医站自建站以来,得到了当地党

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使畜牧产业得到了稳定、持
续地发展。盏西镇畜牧兽医站机构基本健全,有编

制人员4名、村防疫员8名。截止2012年年底,建
立了畜牧养殖科技示范户18户,有年出栏肉牛300
头的养殖场1个、年出栏肉羊100只的养殖场1个。
近几年来,无重大动物疫病发生,为畜牧业的发展提

供了保障。

1.2 措施得力,防控有序

一是成立了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领导小组,由分

管农业的副镇长任组长;同时,制定了盏西镇重大动

物疫情应急预案,建立了疫情快速反应机制。二是

与县政府、畜禽养殖户签订了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

疫责任书,增强了广大群众的防疫意识;并且,根据

不同季节的防疫重点,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为落实群

防群控打下基础。三是认真抓好春秋两季集中免疫

和常年补免工作,把“政府保密度、业务部门保质量”
的要求落到实处,围绕“力争不发病、确保不流行”的
原则,做到“不漏村、不漏户、不漏畜、不漏针”。据统

计,全镇2012年累计为35209、30387、30387头猪

注射了口蹄疫疫苗、猪瘟疫苗和猪蓝耳病疫苗,为

12570、5080头牛注射了口蹄疫疫苗和牛巴氏杆菌

病疫 苗,为 8494 只 羊 注 射 了 口 蹄 疫 疫 苗,为

38519、28368羽鸡注射了禽流感疫苗和鸡新城疫

疫苗;平均免疫合格率达71%,有效地减少了疫病

的发生。

1.3 档案健全,防控全面

一是发放了免疫档案及畜禽户口册,规范了疫

苗和耳标的管理,为疫情的可追溯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二是认真做好疫情监测工作,对防疫过程中出现

的免疫副反应给予及时诊治,对出现死亡的及时查

明原因,符合理赔条件的及时办理理赔手续;三是经

常进村入户、到养殖场了解情况,对动物疫病防控情

况做全面的了解,并认真做好产地、屠宰、运输的检

疫工作。

2 存在的问题

2.1 队伍建设滞后,防疫经费不足

乡镇畜牧兽医站承担着动物防疫、检疫、疫情监

测、畜牧技术推广及培训等工作任务,再加上各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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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上报,工作量是前几年的数倍。然而,盏西镇畜

牧兽医站虽有4名编制人员,其实仅有1名正式工

作人员,虽曾多次向镇政府反映缺编情况,但至今都

没有新生力量来充实,以致工作人员少、防疫面广、
工作任务重;加之,动物防疫经费不足,防疫员的待

遇低、补助少,而且有些养殖户还不愿意支付防疫

费,使防疫员的工作积极性受挫,以致免疫的质量和

密度得不到保障,直接影响着动物防疫工作的有效

开展。

2.2 群众认识不足,疫情监测较难

盏西镇地处盈江县东北部,距县城78km,是支

那乡和芒章乡的集贸中心,居住着傣族、景颇族、傈
僳族等少数民族群众,经济、文化、科技相对较为落

后。而且,多数养殖户分布在山区村寨,他们对动物

疫病的认识不足,防疫观念不强,科技意识淡薄;加
之,当地交通发达、牲畜交易频繁、异地引种增多,增
加了疫病传播的途径,加大了疫情监测的难度。

3 建 议

3.1 提高群众对疫病的认识

防疫工作事关畜牧产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需
要政府重视、部门配合、社会支持,要彻底转变过去

“动物防疫工作只是畜牧部门的事情”的观念。一是

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畜牧法》等法律法规,并利用各种渠道、采取

多种形式向群众广泛宣传,让群众真正认识到重大

动物疫病是一类急性、热性、传播速度快、发病率高、
对养殖业危害严重的疾病。从而提高群众的防疫意

识,增强疫病防控观念,使其主动配合畜牧部门开展

防疫工作。二是利用国家的扶持政策,引导分散饲

养的农民逐步发展适度规模养殖,并搞好养殖环境、
圈舍卫生,建立养殖、防疫档案,做好出售、死亡记

录,实行科学规范化管理。

3.2 实行疫病防控责任制

动物疫病防控领导小组要切实将“政府保密度、
业务部门保质量”的措施落到实处,统一购买疫苗、
统一免疫程序、统一操作规程、统一佩戴免疫标识、
统一评价免疫质量,做到“不漏村、不漏户、不漏畜、
不漏针”以及“质量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同
时,对免疫密度、免疫质量等主要指标加强监督和检

查,降低疫病发生的几率,确保免疫质量。

3.3 加强防疫队伍及防控体系建设

其一,盏西镇党委、政府应积极争取省、州、县的

防控体系建设项目,对防控体系建设工作给予重视

和支持,从畜牧兽医学校毕业的大中专毕业生中招

聘一定数量的人员充实防疫队伍,并培养具有高文

化水平、高素质的年轻人为村级防疫员,将劳务补贴

列入财政预算,适当提高防疫员的工资待遇,改善其

工作条件。其二,定期举办防疫员业务技术培训,提
升他们的业务水平,提高动物防疫的科技含量;防疫

人员也要加强业务学习,营造“比学赶超”的良好氛

围。其三,认真搞好疫病监测,加大防疫效果的检测

力度。

3.4 加大重大动物疫病疫苗研发力度

建议重大动物疫病疫苗生产厂家早日研制生产

出安全系数大、效价适宜的疫苗,减小疫苗的副作

用。只有这样,群众才会更加主动地配合防疫工作,
免疫密度和质量才能提高,从而为畜牧业健康、持续

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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