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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初探

刘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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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的实际建设中存在很多问题，影响了建设效果。为此，本文介绍了农村畜

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的组成；指出了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人才配置不足，供给主体单

一，资金和技术支持薄弱；提出了完善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策略：加强兽医人才队伍建设、合理配置

工作人员，推进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加大对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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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对地区的畜牧水

平和畜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该体系的建

设需要长期投入相应的资源和资金等，因此在该

体系建设的实际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影响了

建设效果。为此，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经验，

对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展开初探，以

期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健全农村畜牧兽医公共

服务体系。

1 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的组成

该体系主要由基层政府、市场单位、社会公益

服务机构、个人等组成。基层政府在本领域需要出

台引导性政策，并增强对畜牧业的卫生监督和市场

管理，用科学有效的畜牧兽医技术管理来为农村畜

牧业的发展保驾护航[1]。市场单位是售卖兽药、提供
兽医诊疗服务的机构，是保障基层畜牧不染上疫病

的主要工作落实主体。社会公益服务机构是获得国

家资质认证的服务性协会，能够在基层畜牧业工作

人员需要专业技术支持时，例如养殖人员、技术人

员等，承办技术培训、技术教育等相关活动，加强行

业内部的沟通及优质畜牧技巧的传递，从而推进当

地整体畜牧养殖水平的提升[2]。

2 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中的问题

2.1 人才配置不足

受众多客观、主观因素的影响，农村地区常常

难以配置相当数量和质量的兽医人才。一方面，农

村基层的兽医工作是直接与多种畜牧动物进行接

触的工作，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心理素质要求；还需

要有较快捷地发现动物的病根并进行治疗的能力，

因此也有一定的专业素质和知识技能的要求。但配

置到农村的兽医工作者常常难以满足工作实际所

需的专业技能和实际经验，从而影响了我国农村畜

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另一方面，农村基层

地区工作较辛苦、条件较差，高素质、高能力的人才

常常不会投身到农村基层兽医之中。虽然有些老兽

医，在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实际经验，加上自己对

这片土地和人民的热爱，使其具有较高的专业素

质，但农村基层兽医服务人员的整体配置还是不

足，实际水平也参差不齐。

2.2 供给主体单一

我国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体系多是由政府牵头、

政府投资和政府管理的，在畜牧兽医领域的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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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体系建设中也是如此，出现了农村畜牧兽医公共

服务供给主体单一的困境。然而，农村畜牧兽医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是一个综合发展项目，需要多元化

的服务主体，如社会公益组织、同乡会等来参与，从

而加强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的功能作用，让

畜牧兽医服务体系具有更强的灵活性、适应性和综

合性。

2.3 资金和技术支持薄弱

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不以

营利为直接目的的公益事业，常常在工作中表现出

支出大、收入少的特点，因此，体系建设需要有持续

性的资金支持和资源投入保障。从现实情况来看，

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在资金、技术上的现有投

入，已难以匹配日益增长的农村畜牧兽医发展需

求，这对体系的健康发展有一定抑制作用，也对体

系建设有不利影响。常常看到农村畜牧兽医缺乏可

用的先进专业仪器设备、畜牧兽医药品和懂得相应

技术的人才等。

3 完善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

建设的策略

3.1 加强兽医人才队伍建设，合理配置工作人员

一方面，需要在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中

引进更多高素质人才，并用良好的工作福利、薪酬

待遇，来保障基层畜牧兽医服务工作者对工作的满

意度。另一方面，以规范化的管理和培训，结合定期

的考核和学习，来保障在职人员的基本专业素质，

让现有队伍中的兽医工作人员能够有更强的竞争

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在理论知识、实践经验上共同

进步。

3.2 推进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的市场化改革

在现有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和

完善过程中，通过市场化改革完善体系建设标准，

推动多元化发展，让体系建设获得更多供给主体。

政府可以在引导和规范服务体系的过程中，加大资

金投入和收支管理，让基层兽医人员能够在更好的

发展机会下，积极投身到体系建设之中。在农村畜

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多投资主体的参与能

够提升体系的职能发挥，例如畜牧兽医高等专科院

校能够对接畜牧业教育，增强我国的畜牧业体系建

设；科研院所能够创新畜牧技术，让畜牧业有更高

的生产价值和更强的动物畜养能力；大型龙头企业

则是畜牧业市场的主体份额占据者，拥有更多的畜

牧业就业岗位和更强的畜牧技术。这些市场化部分

都与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的作用目标重合，

能够在市场化改革发展中，促进多方合力。

3.3 加大对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支

持力度

金融和技术是行业长期发展的基础，相关部门

应加大对农村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财政

和技术支持力度，用农村畜牧业的健康发展来增强

我国的生产力。畜牧兽医公共服务体系还可以结合

区域畜牧产业链上的众多企业，探索其他丰富的资

金来源，寻求更先进的工具、药品、卫生技术，从而

促进基层畜牧动物的健康饲养。政府还可以通过加

强与基层机构的联系和协调，改善现有的资金管理

和利用状况，促进资金和资源向农村畜牧兽医公共

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节点上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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