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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基层的畜禽业发展缓慢，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
原因是防疫工作的落实不到位或防疫基站建设的不充分，要想解
决这类问题，就要对相关疾病有所理解和有所控制，同时对于防
疫力量加大投入，使其管理有所提升，并且对防疫团队的综合素
质进行提升，确保养殖工作的顺利进行。通过各种手段或者各种
渠道加强基层畜禽业防疫工作的有效提升，保证农副产品的高质
量与高效率输出，从而达到造福百姓和服务社会的目的。

一、基层畜牧防疫工作中的不足
（一）生产方式落后
目前。我国的养殖业处于起步且不成熟的发展阶段，出现的

问题较多且较烦琐，造成各类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生产方式的落
后。一些偏远地区生产工具上，不能够做到现代化和机械化，因
此各类产品的产量低下，且产品的质量难以达标。正是在这样的
环境下进行生产，造成的疾病难以进行控制，且防疫设施的不完
善以及防疫队伍的整体素质低，难以对出现的疫病进行防控与治
疗。生产方式的落后直接导致农户的收入受到影响，并且对于畜
牧业未来的发展产生阻碍。

（二）防疫力量薄弱
防疫力量的薄弱主要表现在养殖过程中的病疫防控、治疗

中。目前。我国基层养殖业不能做到标准化管理，因此防疫工作
不够完善和现代化，对于畜禽所感染的一系列疾病不能进行高效
的治疗，并且没有能力对于病疫的二次灾害进行防控。基层的防
疫工作受阻的主要原因由设备的缺乏、技术的不成熟、资金的短
缺、人才的匮乏所共同构成。在畜牧养殖阶段做好基层畜牧兽医
动物防疫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在养殖的过程中，对于畜禽的宰杀
阶段往往是病菌进行传播和感染的主要阶段，而相对应的屠宰环
境不达标，防疫工作落实不到位则导致病疫的直接传播和细菌病
毒的快速滋生，严重影响产品的质量。在产品的制作上，有些制
作工序少且处理方式简便，不能有效杀死产品中的病菌，因此产
品不能通过质检部门的检测，从而不能进入市场，这一结果直接
导致了农户的收入，如此的恶性循环导致畜牧业发展严重受阻。
防疫力量关乎畜禽的生长环境以及生产环境，是保证正常生产的
必要前提，这一切在基层的畜禽养殖中都不能得到标准化的落实。

（三）兽医队伍建设滞后
在防疫工作中，兽医是主要的组成部分。我国基层的养殖

中，兽医有些未经过学习和培训的经验兽医，其主要是通过师傅
的传授和日常的经验累积而胜任职位。因此，基层的兽医队伍建
设还停留在传统的发展循环中。目前社会对于农副产品的需求不
断增大，且对于畜牧产品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真实
的情况是，基层兽医工作有着内容多且杂的特点，此外，报酬并
不高，因此难以吸引人才，难以保持兽医队伍的人员长期处于饱
和状态。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与建设，更多的年轻人都放弃了这
一行业，从而导致基层防疫工作兽医团队力量的不断削弱。在养
殖业中，兽医工作是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以及感染性，因此也导致
了人才的缺失。在畜禽的治疗过程中，例如鸡、鸭则容易发生禽
流感等传染性疾病，因此，如果兽医自身不能做好自我防护，则
非常容易造成传染，危险性较高。

二、改进策略
（一）加大引进人才与培养人才力度
对于基层的畜禽类养殖，应该加大力度对人才进行引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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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两个方面进行。相对应的政府尽管或其他管理部门应该放开
政策，鼓励人才参与工作和加大对人才引进的投入。对于人才提
出更高标准的同时，应该对人才的管理与人才的相关待遇有所提
升。不断进行相关的知识培训以及相关的技能学习，紧跟时代的
步伐，对任何养殖业中会出现的病疫进行案例了解和分析，从而
促使其在工作中对所出现的问题以及不同环境下的防疫工作有所
落实。基层畜牧兽医工作影响着我国畜牧业的发展。不断提升人
才的综合素质是保证基层防疫工作完善的重要保障。

（二）对养殖防疫加大投入
基层畜牧兽医动物防疫工作是直接面对动物疫情，并采用

针对性地技能处理方法的关键构成部分。相关的管理部门应该大
力鼓励生产和鼓励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同时自身要对基层养殖业
加大投入。从长久以来的工作来看，我国对于这一产业的扶持力
度稍显不足，其在发展中并没有充足的经费保障。在这样的现状
下，更要对已有的经费合理利用，将其落到实处，关注防疫基站
的建设以及病疫检测设备等的更新、引进。对应急物资以及应急
处理出台明确的规章制度，防止病疫的快速传播影响畜禽以及人
身健康。通过相关部门的大力投入，相对应的一系列防疫问题即
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理与解决。加大力度对屠宰环节的检测与监
督，确保产线的最后一步稳定发展。

（三）完善相关防疫管理机制
相关部门应该深入了解养殖基地，对于养殖基地的管理进行

全方位的了解与熟悉，明确畜禽在养殖的过程中所需要的管理模
式以及管理条例，从而以实践的经验进行理论的总结，紧接着出
台相关的管理条例，为畜牧业养殖到产品的输出做到有章可循。
对于可能出现或国内已有案例的大型病疫灾害进行案例分析，制
定相关的防疫政策以及应急处理方案，防止在基层暴发大面积
疫病时有理论依据与合理地处理方式。对于各类病疫有预案的出
台，从而引导兽医团队按照相关预案进行病疫的治疗、防范以及
文化宣教等。

三、结束语
我国基层的防疫工作建设是保证农户收入以及产品流入市场

前质量把控的重要建设，因此要不断加大对于养殖业的各项投入
的同时，加强人才的培养与人才的不断引进，伴随着社会的进步
明确掌握市场所需，对产品进行质量与产量上的不断提高，推动
我国基层畜禽畜牧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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