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畜牧述职报告(模板5篇)
在经济发展迅速的今天，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报告中提
到的所有信息应该是准确无误的。那么什么样的报告才是有
效的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能
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畜牧述职报告篇一

一年来，本人在镇委、镇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市畜牧局的技术
指导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好每一项工作，认真完成上级
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为领导分忧，为群众服务。下面，我
将今年来学习、工作等方面情况总结如下：

一、学习情况：

为了提高自己业务综合水平，本人在工作之余认真学习《中
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海南省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
设规范性文件》、《畜牧法》、《海南省高致病性禽流感应
急预案》等有关书籍，同时学习科学发展观。

二、工作情况：

(一)春秋两工作，为了我镇畜牧业的健康发展，我协助做好
春秋两防工作和平时防漏补注及狂犬疫苗注射工作。

(二)今年为了国家农业部下来我们海南省检查"无规定动物疫
病区"建设评估，我积极配合市畜牧局做好"迎检工作"。

(三)积极配合镇林改办较好地完成外业测量工作。

(四)认真协助镇委办好第三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五)为了农户都能达到标准化胶工，积极配合省人事劳动厅



办好各期橡胶技术培训班等工作。

三、存在的不足和今后工作的打算：

经过一年的下村做林改外业测量、组织村民橡胶培训、防疫
等工作，本人在组织等综合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还是存
不足之处如：一是对工作的主动性不强，多数是领导说怎么
做就怎么做。二是工作胆子不够大。三是平时和领导门交流
较少。四是跟村级防疫员少接触。在今后的工作中对以上的
不足我会慢慢完善自我，争取在工作中有更大的进步。

畜牧述职报告篇二

1、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发展畜牧业路线、方针、政策。

2、认真贯彻执行《畜牧法》、《动物防疫法》、《草原法》、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种畜禽管理条例》、
《福建省畜禽养殖尝养殖小区备案管理办法》等有关各项法
律、法规。

3、负责全区畜牧业重大技术推广项目研发、论证、推广、申
报和督导实施。

4、承担全区饲料产品质量安全和市场监管。

5、组织畜牧技术人员开展“畜牧五新”技术推广、示范和生
产应用。对实践中出现的技术问题组织专家和专业人员共同
研究解决。

6、制定全区畜牧业发展规划、年度工作目标和工作计划;研
究制定我区畜牧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标准化生产等方案。

7、负责本专业中级及以下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指导中级及
以下技术人员独立开展工作，并做好本专业的科研工作。掌



握本行业国内现状和发展趋势。

20xx-20xx年主要工作

(一)技术服务和良种推广体系建设：

1、20xx年12月份——20xx年开展荷斯坦奶牛人工授精工作。

2、在东海镇坪洋村指导专业户从上海引进推广饲养日本丝光
鸡500只，并取得饲养试验的成功。

3、认真贯彻落实《种畜禽管理条例》，加强良种引进、繁育
和推广，依法开展种畜禽鉴定工作。

(1)完成种公羊和种公猪的鉴定工作，共鉴定种公羊17只，民
间种公猪9头。

(2)配合省农林大动科学院和省农业厅畜牧站在我区的常太镇，
开展莆田黑猪保种工作。

4、开展猪的内、外三元杂交改良和推广工作。

5、开展奶山羊杂交改良工作。

6、根据生猪高热病发生严重的形势，本站积极组织技术人员
下乡，帮助生猪养殖户做好预防措施。

(二)、动物疫病防制工作

1、疾病防制工作。

2、.动物疾病诊治工作。

3、加强和区、镇及村级动物防疫员的联系，经常性开展动物
疫情测报工作。



4、开展猪瘟、猪伪狂犬并兰耳病的监测工作。

(三)、兽药管理工作

1、本站与区农业执法大队一起，对全区兽药经营单位(个人)
进行不定时的突击检查。

3、根据实际情况并按有关程序核(换)发《兽药经营许可
证》47份。

(四)、科研项目工作。

2016年1—9月份的主要工作

畜牧业生产工作

(一)、做好规模养猪场标准化项目的申报和监管工作

(二)、做好部级和省级生猪和肉鸡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创建工
作

(三)、做好技术服务和防减灾工作

(四)、加强良种推广

(六)、能繁母猪保险工作

(七)、加强畜牧养殖污染治理工作

(八)、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工作

(九)、技术培训工作

饲料及添加剂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

1、成立饲料及饲料添加剂质量安全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莆城农
[2016]15号)

2、制定2016年城厢区饲料和添加剂质量安全整治行动实施方案
(莆城农[2016]17号)

3、转发《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饲料原料和饲料产品中三聚
氰胺监管的紧急通知》的通知(莆城农[2016]16号)

(二)、监督检查

1、日常检查监督。

2、问题奶粉清查工作。

3、饲料标签大检查工作。

4、配合市饲料办对我区七个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现场
监督检查。

5、饲料抽样检查。

(一)畜牧业生产实绩

2016—2016年从统计数字分析看：这几年我区的畜牧业生

产是呈现了平稳的发展态势，畜禽的存栏数增长幅度不大，
但出栏数增长幅度相对较大，这是符合畜牧业生产发展的规
律。2016年与2016年相比，2016年与2016年相比，畜牧业总
产值分别增长了4.09%，4.26%;肉蛋奶总产量增长
了4.67%，5.66%。

(二)、加强良种推广，促进农民增收



1、开展荷斯坦奶牛人工授精工作，共配种奶牛298头，使用
冻精624支，怀孕母牛数119头，受胎率达40%。为奶牛户节省
冻精费用户1万元，产奶量共增加6000㎏，利润提高了3万元。

2、在东海镇坪洋村指导专业户从上海引进推广饲养日本丝光
鸡500只，并取得饲养试验的成功。

3、完成种公羊和种公猪的鉴定工作，共鉴定种公羊17只，民
间种公猪9头。

4、配合省农林大动科学院和省农业厅畜牧站在我区的常太镇，
开展莆田黑猪保种工作。进行莆田黑猪的体长、体高、胸围、
血液抽样、体表特征的描绘等，共测量87头，并屠宰生猪5头、
测量背膘厚、瘦肉率、血液中的微量元素等。保证了莆田黑
猪的保种工作的顺利进行。

5、开展猪的内、外三元杂交改良和推广工作，在灵川、华亭、
常太开展“杜长莆”、“大长莆”内三元杂交改良，并推
广“杜长大”等外三元猪的饲养。全区共生产内、外三元杂
交猪120万头以上，为饲养户多增加经济效益1600万元以上。

6、开展奶山羊杂交改良工作，通过到陕西、河南等地引进奶
山羊共约2450只，进行纯繁和对全区奶山羊进行杂交改良，
使得我区奶山羊的产奶量得到提高，奶山羊的产奶量从2003
年的每只平均460kg提高到现在的每只平均517kg，增长
了11.03%;每年为养奶羊户共增加经济效益31.92万元;并向福
州、龙岩、泉州、障州、厦门等地区共出售奶山羊约2000只，
增创社会经济效益45万元以上。

7、根据生猪高热病发生严重的形势，本站积极组织技术人员
下乡，帮助生猪养殖户做好预防措施，编写有关防控的技术
资料《猪高热病的防制技术措施》等，共发放饲养技术资
料160多册;并充分利用在市农广校讲课机会，为兽药店、畜
牧养殖大户和动物防疫员讲授《畜禽饲养学》、《兽医学》、



《兽医临床药物应用学》等专业知识，培训人员达120人次。
并经常通过电话接受畜牧养殖户的咨询，有效地提高了科技
养殖的含量和提高了养殖的经济效益。

8、为提高畜牧养殖户的饲养技术和兽药经营者的技术水平，
根据省农业厅和省畜牧兽医学会的有关文件精神，几年来共
宣传发动订阅《福建畜牧兽医》杂志114份(平均每年订阅57
份)，极大地提高了畜牧兽医人员的技术水平。

(三)、动物疫病防制工作

1、我区是白番鸭生产的主产区，是农民增收的一大主产业，
但是番鸭养殖易发生疾病，如一直困扰着番鸭养殖的“两脖，
番鸭细小病毒病和番鸭花肝病，是番鸭养殖的主要疾病，针对
“两脖等疾病，区畜牧兽医站邀请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退休教授在灵川、华亭开展技术讲座共举办15次(平均每年2
次)，受训人员共达230多人次，对防制番鸭病起到了积极有
效的作用。

2、动物疾病诊治工作：共诊治各种病症牛450头次，奶山羊
病1600只次，猪病23000头次，禽病470只次，以及犬、猫等
病，为养殖户挽回经济损失达500万元以上。

3、加强和区、镇及村级动物防疫员的联系，经常性开展动物
疫情测报工作，加强技术人员的养殖户、兽药经营者之间的
沟通，互相通报疫情、畜产品交易信息、畜牧业生产情况、
饲养新技术等，真正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报”，促进畜
产品交易的健康发展;每月完成畜牧业生产月报和疫情报表，
做到报表填报及时准确，档案资料齐全规范，为政府工作做
好参谋。

4、开展猪瘟、猪伪狂犬并兰耳病的监测，共采血样200头份，
开展禽流感、鸡新城疫、鸭瘟的疫情监测，共采血样500只份，
开展牛、羊的布氏杆菌并结核病的监测，采牛、羊血样37头



份，接种结核菌疫苗45头份，采牛奶样本60头份进行抗菌素
残留监测，保证了动物的健康和畜产品质量安全。

(四)、兽药管理工作

1、本站与区农业执法大队一起，对全区兽药经营单位(个人)
进行不定时的突击检查;对畜禽养殖场的兽药使用情况也进行
了重点检查，对过期、伪劣兽药、禁用兽药、人用药做为兽
用药全部没收销毁。净化了兽药市场，减少了药物殘留的危
害，保障畜牧业的健康发展。

3、根据实际情况，在区物价和财政主管部门核准下，对全区
兽药经营单位(个人)进行技术业务培训，对兽药经营资格进
行审核，并按有关程序核(换)发《兽药经营许可证》47份。

(五)、科研项目

1、完成了“水禽重要疫病防制研究”课题。

2、配合省农林大动科院完成了“鱼腥草菌毒杀星”的中试推
广工作。

3、完成了“茶、果园放养丝光鸡”的研究课题。

4、完成了“奶山羊公羔肥育效果试验“课题。

2016年1—9月份的主要工作

(一)、畜牧业生产实绩

2016年上半年据畜牧统计分析：肉蛋奶总产量28927吨，

其中：肉类总产量27600吨，禽蛋产量682吨，奶类产量645
吨;畜牧业总产值3.27亿(现行价)。



(二)、做好规模养猪场标准化项目的申报和监管工作

根据市农业局、发改委(莆市农综[2016]7号文件)精神，精心
组织，对照申报原则和条件，深入现场进行初步审核，将符
合条件的“莆田市乡里香黑猪开发有限公司”上报为储备项
目单位;并根据莆市农畜[2016]24号、莆发改[2016]49号文件
精神，加强对现有的四个(莆田市飞燕生物有限公司养猪场生
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尝天怡(福建)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养殖
示范基地、莆田市置业果树有限公司、莆田市皇兴养殖有限
公司)规模养猪场标准化建设项目的验收和监管工作。

(三)、做好部级和省级生猪和肉鸡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创建工
作

1、根据农业部有关文件精神7—8月份认真组织“莆田温氏家
禽有限公司”和“天怡福建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养猪潮做好农
业部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创建工作。

2、9月份根据省农业厅和市农业局有关文件精神，认真组织
申报省级生猪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创建工作，经审核将“莆田
市飞燕生物有限公司”、“莆田市皇兴养殖有限公
司”、“莆田市乡里香黑猪开发有限公司”三家公司上报为
省级生猪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创建单位。

(四)、做好技术服务和防减灾工作

针对不同季节，分别编写了《畜禽饲养防寒保暖措施》、
《当前应防家禽曲霉菌卜，指导畜牧业生产;针对六月中下旬
强降雨，加强对畜禽养殖场(户)的巡查工作，全站人员按排
轮流值班，并有领导带班，做好强降雨期间的防灾减灾工作，
确保安全生产。

(五)、加强良种推广



开展荷斯坦奶牛人工授精工作，至9月份共配种奶牛152头，
使用冻精324支，怀孕母牛数61头，受胎率达40.13%。组织养
羊户、养牛户从陕西引进奶山羊400只，从河北、新疆等省引
进肉牛300头，为农民增收50万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重新划定我区畜禽养殖区
域(禁养区、禁建区、可养区)，并绘制了城厢区畜禽养殖区
划图;制定畜禽养殖场的规模分级，根据有关标准和文件精神，
将畜禽养殖场规模划分为五级，进行分级管理。编制我
区2016年的畜牧业发展原则、发展目标、规划布局和保障措
施。将指导和促进我区畜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七)、能繁母猪保险工作

根据文件精神并结合我区的具体情况，制定了我区能繁母猪
保险工作方案和实施方案。

(八)、加强畜牧养殖污染治理工作

1、宣传和发展生态畜牧业，强化养殖场的消毒和养殖粪便、
污水的消纳处理，提高环保意识，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道路。
现场调查了解和书面答复处理“霞林街道办事处沟头社区个
别居民养猪污染环境”和“华亭镇西许村南庄22组55号村民
反映邻居养猪污染影响生活”、“华亭镇埔柳村村民来电举
报邻居养猪污染影响其生活”等来信来电四起;回复区政协六
届四次会议第201607号提案关于《发展畜禽生态养殖模式，
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一起。

2、配合区生态农业能源站做好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和群众来信、
来电等的调查处理工作。

3、8月份根据省农业厅有关文件精神，和畜牧站有关人员一
起做好全区畜禽养殖污染源的普查工作，并填报《畜禽养殖
污染源普查表》表格。



4、配合区农业局做好常太镇猪场拆迁工作，进村入户宣传库
区畜禽养殖污染的危害性，以及如何发展生态农业等，共走
访28村，分发宣传单900多份。

(九)、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工作本
人作为肉鸡项目的负责人，能认真指导本组的技术指导员开
展技术指导工作，制定肉鸡技术指导方案;作为桂山种养循环
饲养技术示范基地的技术负责人，能认真指导基地业主作好
肉鸡饲养的技术指导，并建立消毒池等。

(十)、技术培训工作

1、8月8日上午，与河北康利药业有限公司、莆田市亚农兽药
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畜禽养殖技术培训班。参加培训的有畜牧
兽医系统的有关技术人员、畜禽养殖户以及兽药经营店的业
主等200多人;培训班邀请福建省畜牧兽医研究所禽病研究员
林世棠，河北农业大学赵凤玲、谢文雄等教授，分别讲授了
《番鸭“三周脖、“花肝脖的综合防治》、《尊重科学、防
患于未然》、《鸡鸭大肠杆菌病与现代科技》等专题，对畜
禽的养殖和疫病防制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2、9月7日、9月17日，分别在灵川镇、华亭镇举办我区畜禽
繁殖员培训班，参加培训的人员共有147人(其中：灵川50人、
华亭97人)，并由本人讲课;培训课程分为理论和操作技能培
训，内容有畜禽饲养技术、疫病防控、城厢区畜牧业发展规
划，生态养殖等。

(十一)、科研项目

参与了“山地果场生态种养”项目

饲料及添加剂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



1、成立饲料及饲料添加剂质量安全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莆城农
[2016]15号)

2、制定2016年城厢区饲料和添加剂质量安全整治行动实施方案
(莆城农[2016]17号)

3、转发《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饲料原料和饲料产品中三聚
氰胺监管的紧急通知》的通知(莆城农[2016]16号)

(二)、监督检查

1、日常检查监督，并有检查监督记录，1——9月份累计出动
执法人员65人次。共检查饲料生产企业7家、饲料(兽药)经营
店19家、规模养殖场27家，并发出整改通知书23份。并配合
区农业执法大队对兽药店、养殖场的兽药和饲料添加剂使用
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2、问题奶粉清查工作：9月初旬，根据莆田市食品安全委员
会有关文件精神，组织畜牧站有关人员对我区的6家饲料生产
企业和5家奶牛养殖场进行“问题奶粉清查”，张贴《公
告》(第1号，莆田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2016.9.4)20份，
并让业主签名11份做为凭证。

3、饲料标签大检查：根据莆田市农业局关于转发《福建省农
业厅办公室关于开展饲料产品标签大检查的通知》的通知(莆
市农综[2016]123号)文件精神，组织本站人员共检查配合饲
料产品46个，标签合格数46个，合格率100%;检查添加剂预混
合饲料企业2个，检查产品12个，标签合格数10个，合格
率83.33%，对其中2个不合格的产品标签企业，发出整改通知。

4、配合市饲料办对我区七个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现场
监督检查，对在检查中发现存在安全隐患、原料标签不符合
规定、文件记录档案不齐全等的莆田市金日兴生物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莆田市康达科技饲料有限公司六家生产企业发出



整改通知书共10份，责令其按照标准进行整改到位，确保产
品质量和生产安全。

5、饲料抽样检查：配合省饲料兽药监察所和市饲料办进行饲
料抽样检查，共抽检：饲料厂3个、养殖场3个、饲料经营店2
家;从省兽药饲料监察所送回的检测报告看，我区抽检的饲料
和原料全部符合标准，确保了饲料质量安全，从源头上把住
动物和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关。

发表的文章：

1、《提高雏丝光鸡成活率的措施》、《福建畜牧兽医》2016

年第5期。

2、《乳山羊公羔肥育效果试验》、《福建畜牧兽医》2016年
第4期。

3、《动物实用中草药》、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5月出
版。

发表的信息：

年终述职报告 | 述职报告模板 | 述职报告格式 | 个人述职
报告

年终述职报告 | 述职报告模板 | 述职报告格式 | 个人述职
报告

畜牧述职报告篇三

认真落实了“五强制两强化”的综合性防治措施，狠抓了两
次强制免疫大会战工作。根据省防五指挥部的安排和部署，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牲畜口蹄疫强制免疫大会战。集中对猪、



牛、羊实施口蹄疫强制免疫接种，全区出动 130人，其中兽
医65人，防疫员 65 人，对猪、牛、羊进行免疫接种，共免
疫牛 14343 头，羊 43351只，猪 34578 头。除仔、弱、孕、
病畜外免疫率达100%。 为了搞好强制免疫工作，在4月18日
地区召开了由县、区畜牧局主管副局长(兽医站长)参加的县、
区防五会议。会上按省xx年牲畜口蹄疫强制免疫大会战实施
方案安排部署了我区强制免疫工作。地防指强调了强制免疫
工作的重要性，要求一定要周密安排、精心组织、扎扎实实
搞好。要落实好目标管理责任制，层层分解任务和指标，逐
级分片包干确保免疫质量和免疫密度要加强领导、确保强制
免疫工作的顺利实施，并要求各县、区必须做到：

1、充分认识强制免疫工作的重要性，一定要保质保量完成本
次工作。

2、明确责任，确保疫苗接种质量，免疫密度达100%，做
到“乡不漏一村，村不漏一户，户不漏一畜”。

3、认真准备做好疫苗接收发放工作。疫苗的运输、保管、使
用一定要在冷链中循环。

4、按省要求实行免疫标识制度，对免疫接种的牲畜实行一畜
一证一标识并登记造册。

5、加强监督检查，派人到基层指导实施强制免疫，并对实施
情况进行检查。 地区防五办和各县区防五办签订了责任状，
责任状明确了强制免疫工作的各项任务和责任。 全区各地成
立了会战领导小组，制定了会战实施方案，做到有计划、有
部署、一级对一级负责完成这项工作。塔河、漠河、呼玛、
加区等地，召开了强制免疫紧急动员大会，并对强制免疫工
作做了具体部署，为确保免疫质量各县、区畜牧总站对乡镇
兽医进行了认真的培训，要求要严格按操作规程进行注射，
确保免疫接种工作安全有效。 在整个免疫注射工作中，各县
区都强调了必须严格执行牲畜口蹄疫免疫证制度，做到一畜



一证一标识。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冷链运输、保管、使用疫
苗，确保免疫接种的安全，并认真向畜主交待注意事项，以
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 由于 各地坚决贯彻消灭传染源、切
断传播途径，通过强制免疫，保护易感动物群的综合性防治
措施，同时加大了疫情监测力度，保证了免疫效果，目前我
区没有牲畜w病的发生。

二、 动物防疫监督工作

1、加大力度，抓好基础免疫工作。我区的动物防疫工作，首
先抓队伍的建设，巩固和进一步完善了*防疫网。为加强动物
防疫监督工作，呼玛县、塔河县已将乡镇兽医站三权上收，
加区在白桦、加北两乡各村均配备了专职防疫人员。防疫工
作中，加大了动物防疫工作的宣传力度，使养殖户进一步地
认识到防疫的重要性;加强了防疫工作的领导，层层签订了责
任状，成立了领导机构，使动物防疫工作能按计划、有步骤、
有检查、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通过举办不同类型的学习
班，狠抓了动物防疫工作人员素质的提高，掌握了防疫灭病
的最新技术，使畜禽防疫工作达到了规范化、科学化。全区
共培训防疫人员138人次。

春季防疫工作，是全年动物防疫的重中之重，全区都将此项
工作作为重要工作抓紧、抓实。为了保证工作的按时开展，
地区站和各县、区、局兽医站在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多
方筹集资金。购入防疫用的疫苗、器械、药品等，并及时下
发到各县、区、局、乡镇、林场和村屯，抢前抓早地安排好
春秋防疫工作，保障了春防疫的时间和质量。，以确保免疫
效果。疫苗管理上按农业部2号令的要求，由各级兽医卫生防
疫站统一采购、统一供苗。结合兽药药政检查，对全区兽药
经营企业(个体)进行了定期检查和不定期的抽查，共检查兽
药经营企业(个体)22个次。

主要疫病常规免疫情况为：猪瘟免疫67337头，免疫率97%;猪
丹毒免疫67337头，免疫率为97.5%;口服肺疫苗65016头，服



苗率94%;接种鸡新城疫i系疫苗536239只，免疫率97%;雏鸡l系
免疫接种221368羽份，免疫率99%;鸡马立克氏病接种157000
只。

2、实施动物免疫标识制度寄生虫的防治，以牛羊肝片吸虫病、
畜禽线虫、蝇蛆、螨虫为重点进行药物驱虫。在4—5月集中
对畜禽进行了驱虫，牛、羊、猪的驱虫率达85%以上，马、禽
类的驱虫率达60%以上。

3、动物防疫监督和动物检疫工作。按《动物防疫法》的要求，
各地都进一步加强了动物防疫监督和动物检疫工作。随着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监督管理必须要运用法
制、经济和行政手段，坚持监督与管理、内部监督与外部监
督、行为监督与技术监督三并重的原则，使之达到规范化、
法制化，各地为了提高监督、检疫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法制观
念，采取不同形式组织监检人员学习《动物防疫法》、《黑
龙江省动物防疫条例》及其它配套法规。通过学习提高了监
检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建立和健全了地县两级动物
防疫监督和动物检疫机构，配置了一定的办案工具，理顺了
防、检、监的工作秩序，按省站要求，为各县区购入了所需
的证、章、标识，共购入产品检疫证明900本，产地检疫证
明50本，其他证明16本，塑标7万枚，并按时发放到各县区，
使全区的动物防疫防疫监督检疫工作达到了规范化、法制化。

动物检疫工作，全地区县、区、林业局所在地和大的乡镇均
已实现了猪的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在屠宰检疫中各级动检
站一直严格把关，认真实施宰前检疫和宰后检验，保证上市
肉类质量。对动检人员实行定岗位、定任务、定职 责、定奖
惩的目标管理责任制，做到责任到人，奖惩到位，制定和完
善了各项规章制度，使全体检疫人员在工作中有章可循，违
章必究。

全区共活体检疫马属动物242匹，牛374头，羊647只，猪8532
头，禽21848只，检出病牛2头，病羊3只，病猪19头，病



禽100只。检验牛羊肉2138头(只)，猪肉33370头，禽类64008
只，检出病牛羊肉3头，病猪肉37头，病禽39只，对检出的病
害肉均按gb16548-1996进行了无害化处理，检疫消毒车辆8
辆，毛蹄骨角 60000公斤，皮张930张。

目前全区畜禽屠宰经营秩序良好，抗拒管理、出售病害肉，
私屠滥宰等违法现象很少发生。通过全体监督，检疫人员的
共同努力工作，阻止了病害肉进入流通领域，保护了消费者
的健康，使全区人民真正吃上了“放心肉”。

通过防检治驱虫等综合性措施，控制了疫病的发生和流行，
保障了畜牧业的健康发展。猪瘟、鸡新城疫及国家重点控制
的疫病基本得到了控制。

以上是我在xx年所作的主要工作，按高标准的要求还有一定
的差距。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一定要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认真实践“三个代表”，勤奋学习，努力工作，搞好班子团
结，决不辜负组织重托，为我区的动物防疫监督工作，为大
兴安岭畜牧业快速健康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畜牧述职报告篇四

20xx年十一月我被农业党委任命为地区畜牧总站副站长，分
管动物防疫监督工作。20xx年在地委、行署及农业党委的正确
领导下，在王博总站长及畜牧总站全体同志的支持下，认真
履行岗位职责，把动物防疫监督工作作为主要任务。通过动
物防疫监督战线广大专业人员的共同努力，完成了预定的工
作任务，有效地防止了牲畜w病、禽流感疫情的发生，其它动
物疫病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猪、鸡的各种疫病的免疫接种密度均达到或超过省要求的水
平;动物防疫监督功能也有所加强。20xx年上半年大牲畜饲养
量23148头，其中马6281匹，牛19634头;羊饲养量51360只;猪



饲养量69166头;禽饲养量596262只，其中鸡饲养量552114只。
畜禽死亡率分别为：马0.49%;牛0.48%;羊1.7%;猪1.6%;
禽4.9%，均低于国家控制指标。现就二00三年的主要工作情
况述职如下：

认真落实了“五强制两强化”的综合性防治措施，狠抓了两
次强制免疫大会战工作。根据省防五指挥部的安排和部署，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牲畜口蹄疫强制免疫大会战。集中对猪、
牛、羊实施口蹄疫强制免疫接种，全区出动 130人，其中兽
医65人，防疫员 65 人，对猪、牛、羊进行免疫接种，共免
疫牛 14343 头,羊 43351只，猪 34578 头。除仔、弱、孕、
病畜外免疫率达100%。

为了搞好强制免疫工作，在4月18日地区召开了由县、区畜牧
局主管副局长(兽医站长)参加的县、区防五会议。会上按
省2012年牲畜口蹄疫强制免疫大会战实施方案安排部署了我
区强制免疫工作。地防指强调了强制免疫工作的重要性，要
求一定要周密安排、精心组织、扎扎实实搞好。要落实好目
标管理责任制，层层分解任务和指标，逐级分片包干确保免
疫质量和免疫密度要加强领导、确保强制免疫工作的顺利实
施，并要求各县、区必须做到：

1、充分认识强制免疫工作的重要性，一定要保质保量完成本
次工作。

2、明确责任，确保疫苗接种质量，免疫密度达100%，做
到“乡不漏一村，村不漏一户，户不漏一畜”。

3、认真准备做好疫苗接收发放工作。疫苗的运输、保管、使
用一定要在冷链中循环。

4、按省要求实行免疫标识制度，对免疫接种的牲畜实行一畜
一证一标识并登记造册。



5、加强监督检查，派人到基层指导实施强制免疫，并对实施
情况进行检查。 地区防五办和各县区防五办签订了责任状，
责任状明确了强制免疫工作的各项任务和责任。

全区各地成立了会战领导小组，制定了会战实施方案，做到
有计划、有部署、一级对一级负责完成这项工作。塔河、漠
河、呼玛、加区等地，召开了强制免疫紧急动员大会，并对
强制免疫工作做了具体部署，为确保免疫质量各县、区畜牧
总站对乡镇兽医进行了认真的培训，要求要严格按操作规程
进行注射，确保免疫接种工作安全有效。

在整个免疫注射工作中，各县区都强调了必须严格执行牲畜
口蹄疫免疫证制度，做到一畜一证一标识。严格执行操作规
程，冷链运输、保管、使用疫苗，确保免疫接种的安全，并
认真向畜主交待注意事项，以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 由于各
地坚决贯彻消灭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通过强制免疫，保
护易感动物群的综合性防治措施，同时加大了疫情监测力度，
保证了免疫效果，目前我区没有牲畜w病的发生。

1、加大力度，抓好基础免疫工作。我区的动物防疫工作，首
先抓队伍的建设，巩固和进一步完善了三级防疫网。为加强
动物防疫监督工作，呼玛县、塔河县已将乡镇兽医站三权上
收，加区在白桦、加北两乡各村均配备了专职防疫人员。防
疫工作中，加大了动物防疫工作的宣传力度，使养殖户进一
步地认识到防疫的重要性;加强了防疫工作的领导，层层签订
了责任状，成立了领导机构，使动物防疫工作能按计划、有
步骤、有检查、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通过举办不同类型
的学习班，狠抓了动物防疫工作人员素质的提高，掌握了防
疫灭病的最新技术，使畜禽防疫工作达到了规范化、科学化。
全区共培训防疫人员138人次。

春季防疫工作，是全年动物防疫的重中之重，全区都将此项
工作作为重要工作抓紧、抓实。为了保证工作的按时开展，
地区站和各县、区、局兽医站在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多



方筹集资金。购入防疫用的疫苗、器械、药品等，并及时下
发到各县、区、局、乡镇、林场和村屯，抢前抓早地安排好
春秋防疫工作，保障了春防疫的时间和质量。

以确保免疫效果。疫苗管理上按农业部2号令的要求，由各级
兽医卫生防疫站统一采购、统一供苗。结合兽药药政检查，
对全区兽药经营企业(个体)进行了定期检查和不定期的抽查，
共检查兽药经营企业(个体)22个次。 主要疫病常规免疫情况
为：猪瘟免疫67337头，免疫率97%;猪丹毒免疫67337头，免
疫率为97.5%;口服肺疫苗65016头，服苗率94%;接种鸡新城
疫i系疫苗536239只，免疫率97%;雏鸡l系免疫接种221368羽份，
免疫率99%;鸡马立克氏病接种157000只。

2、实施动物免疫标识制度寄生虫的防治，以牛羊肝片吸虫病、
畜禽线虫、蝇蛆、螨虫为重点进行药物驱虫。在4―5月集中
对畜禽进行了驱虫，牛、羊、猪的驱虫率达85%以上，马、禽
类的驱虫率达60%以上。

3、动物防疫监督和动物检疫工作。按《动物防疫法》的要求，
各地都进一步加强了动物防疫监督和动物检疫工作。随着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监督管理必须要运用法
制、经济和行政手段，坚持监督与管理、内部监督与外部监
督、行为监督与技术监督三并重的原则，使之达到规范化、
法制化，各地为了提高监督、检疫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法制观
念，采取不同形式组织监检人员学习《动物防疫法》、《黑
龙江省动物防疫条例》及其它配套法规。

通过学习提高了监检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建立和健
全了地县两级动物防疫监督和动物检疫机构，配置了一定的
办案工具，理顺了防、检、监的工作秩序，按省站要求,为各
县区购入了所需的证、章、标识，共购入产品检疫证明900本，
产地检疫证明50本，其他证明16本，塑标7万枚，并按时发放
到各县区，使全区的动物防疫防疫监督检疫工作达到了规范
化、法制化。



动物检疫工作，全地区县、区、林业局所在地和大的乡镇均
已实现了猪的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在屠宰检疫中各级动检
站一直严格把关，认真实施宰前检疫和宰后检验，保证上市
肉类质量。对动检人员实行定岗位、定任务、定职责、定奖
惩的目标管理责任制，做到责任到人，奖惩到位，制定和完
善了各项规章制度，使全体检疫人员在工作中有章可循，违
章必究。

全区共活体检疫马属动物242匹，牛374头，羊647只，猪8532
头，禽21848只，检出病牛2头，病羊3只，病猪19头，病
禽100只。检验牛羊肉2138头(只)，猪肉33370头，禽类64008
只，检出病牛羊肉3头，病猪肉37头，病禽39只，对检出的病
害肉均按gb16548-1996进行了无害化处理，检疫消毒车辆8
辆，毛蹄骨角 60000公斤，皮张930张。

目前全区畜禽屠宰经营秩序良好，抗拒管理、出售病害肉，
私屠滥宰等违法现象很少发生。通过全体监督，检疫人员的
共同努力工作，阻止了病害肉进入流通领域，保护了消费者
的健康，使全区人民真正吃上了“放心肉”。 通过防检治驱
虫等综合性措施，控制了疫病的发生和流行，保障了畜牧业
的健康发展。猪瘟、鸡新城疫及国家重点控制的疫病基本得
到了控制。

以上是我在20xx年所作的主要工作，按高标准的要求还有一
定的差距。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一定要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
己，认真实践“三个代表”，勤奋学习，努力工作，搞好班
子团结，决不辜负组织重托，为我区的动物防疫监督工作，
为大兴安岭畜牧业快速健康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畜牧述职报告篇五

一年来，本人在镇委、镇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市畜牧局的技术
指导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好每一项工作，认真完成上级
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为领导分忧，为群众服务。下面，我



将今年来学习、工作等方面情况总结如下：

为了提高自己业务综合水平，本人在工作之余认真学习《中
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海南省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
设规范性文件》、《畜牧法》、《海南省高致病性禽流感应
急预案》等有关书籍，同时学习科学发展观。

(一)春秋两工作，为了我镇畜牧业的健康发展，我协助做好
春秋两防工作和平时防漏补注及狂犬疫苗注射工作。

(二)今年为了国家农业部下来我们海南省检查“无规定动物
疫病区”建设评估，我积极配合市畜牧局做好“迎检工作”。

(三)积极配合镇林改办较好地完成外业测量工作。

(四)认真协助镇委办好第三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五)为了农户都能达到标准化胶工，积极配合省人事劳动厅
办好各期橡胶技术培训班等工作。

经过一年的下村做林改外业测量、组织村民橡胶培训、防疫
等工作，本人在组织等综合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还是存
不足之处如：一是对工作的主动性不强，多数是领导说怎么
做就怎么做。二是工作胆子不够大。三是平时和领导门交流
较少。四是跟村级防疫员少接触。在今后的工作中对以上的
不足我会慢慢完善自我，争取在工作中有更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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