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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多种动物传染病此起彼伏，严重影响了畜牧业的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在农村以

散养为主的动物防疫工作中，由于养殖观念和方式落后、群众对免疫的认识不足、免疫制度及组

织管理体系不健全、经费投入过低、业务人员素质低下等原因，使农村动物免疫的效果受到极大

影响。本文在分析农村散养动物免疫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健全法律体系、严格责任追究

制度、实行多层次目标责任制、实行兽医责任制、制定科学合理的检查标准、加大动物防疫队伍

建设力度、加强乡村动物防疫队伍的技术培训、增加防疫设备的配备和更新、最积极研究制定科

学合理的免疫程序等措施，从而建立动物防疫工作的长效机制，确保免疫效果，以保证畜牧业的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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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散养动物免疫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饲养方式落后

我国的畜禽养殖主要分布在广大农村的养殖户，一般养

殖规模小，饲养管理粗放，防疫措施条件差。动物防疫人员在

实施动物免疫时存在着量大面广，免疫密度难以提高等问题。
1.2 对动物免疫的科学性认识不足

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养殖观念的影响，加之对动物免

疫的科学性宣传不到位，农村养殖户对动物防疫工作的认识

不足，没有将动物疫病的防控作为公共卫生安全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甚至对免疫工作采取无所谓态度，在免疫接种过

程中主动支持配合不够。
1.3 对疫病防控重要性观念淡漠

农村养殖户因受畜禽养殖仅仅是家庭副业的传统思维

影响，错误认为既使发生疫病对家庭经济造成的损失也比较

小，因此养殖户不重视疫病防控，基础免疫等技术措施难以

实施，养殖户随意抛弃病死畜禽和宰杀食用病死畜禽的现象

比较普遍，严重的影响了动物疫病整体防控。
1.4 动物防疫的组织管理监督机制薄弱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应该是政府的社会行为，是公共卫生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组织实施必须由政府来主导，依靠行政、
法律等手段主导、干预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当前面临的问题：

一是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纳入政府公共卫生管理的程度不够，

基层政府对基础免疫的重视程度不够，部分基层政府工作人

员认为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是畜牧兽医部门的事，在免疫实施

过程中的宣传、组织、管理上存在工作不到位现象；二是兽医

防疫组织机构和网络不健全。一般县级有动物疾病防控之

心，而乡（镇）动物防疫机构不完善，专职技术人员缺乏，村

（组）动物防疫机构不健全，人员技术素质差，流动性强，防控

政策、计划、方案等行政技术措施难以落实；三是动物防疫法

制建设相对滞后，动物防疫监管法律法规不健全、不配套，国

家制定的防疫政策、技术措施难以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四

是动物防疫监督执法不严，不能有效打击抗拒、阻挠强制免

疫和防控行为。
1.5 工作经费匮乏

作为农村动物防疫工作的直接实施者，在体制转变后，

各种防检疫费以非税收入上缴财政，而防疫工作中必需的免

疫过敏反应抢救费、反应死亡补偿费、防疫设备运行维护更

新费、村级防疫人员补助费等，目前公共财政没有给予应有

的预算和拨付，直接影响正常工作的开展。
1.6 村级动物防疫技术组织不健全

村级防疫人员主要承担动物基础免疫的繁重工作，但因

其工作报酬低，工作稳定性无保障，所以就难选拔到优秀人

员，从而导致村级防疫组织松散，防疫人员不稳定，工作责任

心不强，业务技术水平不高，造成免疫密度低、免疫质量差的

不良现象。
1.7 村级疫苗运输保管条件不达要求

由于农村养殖户居住分散，交通极不便利，免疫工作实

施时间长，所用强制免疫疫苗无条件进行有效贮藏。使用无

效苗的现象屡有发生，因而免疫效价低，免疫抗体保护率不

高，免疫后发生疫病的事件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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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免疫程序难于保障

往往是只能集中进行春秋两季大面积免疫；新补栏畜禽

免疫工作未能得到有效监管和及时进行补免，造成免疫空

档，存在着疫病发生风险。
1.9 基层防疫人员总体素质偏低

在农村基层仍存在着防疫工作责任意识不强、业务技术

水平不高等诸多问题；虚报免疫密度、免疫进度；不按规定保

存、发放、使用疫苗，不按免疫程序实施免疫的情况时有发

生。
2 对策和措施

2.1 建立健全法律体系

法律法规应注重可操作性和强制性，对兽医行政管理部

门、动物防疫工作人员和管理相对人的法律责任应更加细

化，并在实际工作中严格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

严、违法必究。
2.2 严格责任追究制

将重大动物防疫目标任务层层落实到各级组织和人员，

严禁重布置，轻检查的情况发生，切实加强动物免疫监督机

制的建立,确保基础免疫扎实有效。
2.3 实行多层次目标责任制

将“政府保密度、业务部门保质量”的规定落到实处，各

级政府不是将目标责任书签到下级就算完成了任务，而是要

加强检查监督，切实履行政府在动物防疫工作中的领导、宣
传、组织职责，将免疫密度与工作业绩、绩效硬挂钩。
2.4 实行兽医责任制

各级动物防疫人员实行分片联系责任制，县到乡、乡到

村(场片)，严格技术要求，严格目标任务，严格工作纪律，严格

奖惩制度，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按照免疫操作技术

规范实施免疫，确保免疫效价，降低疫病发生风险。
2.5 制定科学合理的检查标准

对防疫工作中主要指标免疫密度、免疫质量进行严格

检查。免疫密度根据疫苗领用量、动物标识、免疫档案、入户

调查等进行综合评定。免疫质量以血清学检测结果作为重要

依据。对达不到规定密度和有效保护率的责任人予以行政处

分和经济处罚，并责令自费进行补免。
2.6 搞好防疫队伍建设，不断增加公共财政投入，建立动物

防疫长效机制

建立健全村级动物防疫网络，设立村级动物防疫室（兽医

室），主要承担每年春秋两次普免和新补栏畜禽的补免、防疫

档案的建立、动物标识的配戴、大面积畜禽圈舍消毒、病死畜

禽的无害化处理监督、疫情观察等公益性工作。村级防疫室的

设立能密切与养殖户的联系，利于补免工作的开展，利于动物

疫情的及早发现，利于疫病综合防治技术的推广。村防疫员可

由乡镇畜牧兽医站下派，缺员部分在现有村防疫员中选任，公

共财政实行按村建制大小、畜禽存栏量多少按月定额补助，并

建立养老保障机制，充分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2.7 加强乡村动物防疫队伍的建设和培训

采取定期举办培训班或讲座，分层次对动物防疫人员进

行业务基础知识、基本操作技能、法律法规知识培训，加快知

识更新步伐。不断增强防疫人员的责任心，提高防疫人员的

业务素质，逐步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动物防疫队伍，提高动物

防疫科技含量，确保防疫工作科学规范。
2.8 增加防疫设备的配备和更新

延伸防疫设备到村防疫室，彻底杜绝使用无效苗的现

象，提高免疫质量。同时加强对农村养殖者的科技普及力度，

改变传统养殖陋习，并通过村规民约的形式约定家禽实行笼

养。逐步形成养殖户支持防疫、配合防疫、主动防疫的工作氛

围，尽快建立健全落实免疫副反应补偿保障机制，确保免疫

工作顺利开展。
2.9 积极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免疫程序

严格实行从春秋普免逐步过渡到按程序常年实施免疫，

杜绝疫病发生隐患，进一步提高动物免疫密度和免疫效价。
动物防疫工作是一项运用动物疫病的免疫、监测、检验、隔
离、扑杀销毁、消毒等综合性技术措施，执行防疫条件审核、
动物标识、免疫档案等制度及技术规范标准，对动物及动物

产品在生产流通各环节实施检疫和监督，是预防、控制、扑灭

动物疫病的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作。其目的是促进畜牧业

发展和保护人民身体健康。
动物防疫是一项行政工作，同时也是一项技术工作，涉

及面广，工作量大。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创新动物防疫管理新

机制，特别是作为我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基础性措施的免

疫，更应注重政府管理力度的加强，运行机制的创新，强化防

疫监督执法，确保免疫落到实处，以保证畜牧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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