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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是一种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制定的有条理的行动方案。
优秀的计划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我
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计划书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
帮助。

兽医工作规划 畜牧兽医局年度工作计划篇一

口蹄疫、猪蓝耳病等重大动物疫病的`免疫密度达到100％，
进一步加强动物疫病可追溯体系建设，确保无重大动物疫情
发生。

深入开展饲料、兽药等畜牧业投入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严
厉打击经营使用假劣、违禁和有毒有害化学物品，保证畜牧
业养殖环节投入品安全。强化动物检疫监督，严格开展畜禽
产地检疫、屠宰检疫，确保动物产品质量安全。

落实各项惠农政策，加快畜禽品种改良，进一步提高畜禽良
种覆盖率。大力推广标准化养殖技术、自然养猪法技术等良
种、良法配套技术，促进畜牧业科技成果转化利用，提升畜
牧业生产水平。

制定和完善养殖标准，从饲养环境、投入品和饲养管理等方
面规范生产行为，完善畜牧业投入品的质量监管机制，加大
对饲料和兽药的监管力度，建立健全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制度，保障饲料和兽药安全。

按照发展高效、生态、环保型畜牧业的要求，积极引导饲养
户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引导其转变养
殖观念，转变畜禽饲养方式，进一步推广生态养殖模式，解



决畜禽养殖污染问题，实现畜牧业生产的数量、质量和生态
并重发展，加强畜禽饲养监管，严格落实畜禽程序化免疫、
消毒制度、科学用药、无害化处理制度，保证畜禽饲养安全，
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进一步加强动物防疫基础设施建设和畜牧兽医队伍建设，提
升畜牧兽医执法服务能力。加强队伍培训，更新专业知识和
法制知识，进一步提高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和业务水平，为
扎实做好畜牧行政执法工作提供组织保障。

1.2018市畜牧兽医局年度生产工作总结

2.市畜牧兽医局年度工作总结范文

5.2018物业科年度工作计划

6.2018公司年度工作计划

7.2018新年度工作计划

8.2018医院年度工作计划

兽医工作规划 畜牧兽医局年度工作计划篇二

一、春季防疫工作：县上春季防疫工作结束后，我们及时向
乡上作了汇报，乡*立即做了周密的安排，在乡村两级的协助
下，通过业务人员的努力，全乡仅用二十多天时间完成了春
防各项工作任务。防疫期间没有不安全事故发生、及防疫反
应；未造成经济损失。

二、检疫工作：在乡*的协作下，严禁病害肉上市、禁止外地
仔猪、禽类进入我乡流通；指导百姓自繁自养，有效地保障
了我乡畜牧业健康发展。



三、为使我乡畜牧业健康发展，及时了解掌握动物疫情信息，
各村设立了以村主任和村防疫员为疫情观察员，负责对本村
的动物疫情进行观察了解，按程序上报等工作。其次：因去
年洪灾及新农村建设的影响，致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致
使我乡养殖量有很大减少；我们将加大宣传力度，促使畜牧
业有新的发展。

五、为更好地在全乡推广动物养殖技术，刘良菊办的猪人工
授精点，共计配种300余头使全乡生猪养殖技术有所提高；并
大量推广种植牧草，发展畜牧业。

六、按照生猪固定监测工作程序，每月按时踏栏调查、统计
好灵济村生猪固定监测工作；做好了黄德华、高联*2户时常
技术指导工作。

七、做好了退职人员的稳控工作：我们经常到退职人员家中，
与他们谈心，了解他们的困难，掌握他们的动态，及时与业
务部门联系。

半年来，在全乡上下的配合支持下，业务部门的精心安排下，
我站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很多方面还存在不足，
特别今年春防猪瘟抗体任务，由于技术操作不熟练，导致抗
体无效；让我深感自己业务技术相差很大。我们将在今后的
工作中，努力学习，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扎实搞
好各项工作，为全面完成全年工作任务奠定良好的基础。

兽医工作规划 畜牧兽医局年度工作计划篇三

各乡(镇)人民*及兽医站充分认识牲畜口蹄疫防治工作的重要
性、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各乡(镇)人民*及时召开防疫
工作会议，安排部署防疫工作，宣传防疫工作的重要性及目
前的疫情形势，坚持“预防为主、防检结合”的方针，强化
领导，加大了工作力度，真抓实干，做到了县不漏乡、乡不
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畜、畜不漏针的原则，把各项防疫



措施落到实处。

我县是纯牧业县，畜牧业是主导产业。动物疫病的有效控制，
关系到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和畜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影响
全县经济健康发展和牧民增收，影响社会稳定大局，动物防
疫工作既是经济问题，又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因此各
级*对今年的动物防疫工作特别重视。并且明确了各级人
民*应对本地区动物疫病防制工作负总责，各级人民*的主要
负责人应是动物防疫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各级人民*要加强对
防疫工作的统一领导，组织、协调。有关部门，明确职责，
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防疫工作责任制，把动物防疫纳入各级
*的重要议事日程。县*与各乡(镇)*、县畜牧局与县兽医站、
县兽医站与各乡(镇)兽医站从“双轨”线上层层签订目标责
任书，实行了县包乡、乡包村、村包社、社包户的防疫责任
制，一级抓一级，层层落实了工作任务，建立和完善了责任
追究制，把动物防疫工作作为考核领导干部政绩的主要内容
之一。在今年的春秋两季防疫工作中我站及时召开防疫安排
会议，安排部署了动物防疫工作，各乡(镇)*领导亲自抓，严
格按照“五个强制、两个强化”(强制免疫、强制封锁、强制
消毒、强制扑杀、强制检疫，强化疫情报告、强化防疫监督)
的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基础免疫工作，坚持做到“五统
一”(统一组织、统一时间、统一免疫程序、统一操作规程、
统一免疫标识)，保证免疫质量。

大力宣传动物防疫工作的重要性，县兽医站发放防疫宣传材
料125余份。乡(镇)*与联点干部之间，乡兽医站与村防疫主
任或民间兽医之间，层层签订《动物防疫目标责任书》，明
确了各自的防疫任务，将责任分解到人，要求牲畜口蹄疫免
疫密度达到应注数的100%，其它各类疫苗接种密度必须达
到95%以上。各村承包人员深入到生产第一线，组织劳力，开
展免疫接种工作，严格按照动物防疫规程进行操作。严格防
疫卡制度，每户防疫完后，认真填写防疫卡，写明防疫动物
数量、疫苗种类、动物类别、防疫责任人等。县兽医站与主
管局组成工作组，不定期赴各乡(镇)巡回检查，督促防疫工



作，并狠抓各项措施的落实，使防疫工作真正做到防前有计
划、有组织、有安排，防中有检查、有督促，防后有总结，
不忽视或遗漏每一个环节，确保防疫工作顺利进行。

1、疫苗发放

防疫药品由县兽医站统一组织供应。县站调到药品后，及时
调运至各乡(镇)兽医站。各村联点帮扶单位，利用下乡宣传
之极，尽其所能，解决防疫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有的
顺车送防疫药品，使防疫药品及时发放到位，保证了防疫工
作的顺利开展。各乡使用疫苗情况。(见附表二)

2、免疫接种情况

为确保免疫接种的密度和质量，县站选派得力干部赴各乡指
导防疫工作(见附表一)。各乡(镇)兽医站技术人员深入到生
产第一线检查、督促、指导防疫工作。乡(镇)防疫工作领导
小组随机抽查，保证了防疫工作的顺利开展。

全县春秋两季共接种牛羊五号苗2121985头只，密度达100%，
其中牛699231头，密度达100%，羊1422754只，密度达100%。
接种牛出败苗262964头，完成任务量的100%。接种猪五号
苗27头。接种炭疽苗272291头，密度达;接种羊三联苗201183
只，完成任务量的100%;接种羊痘苗467664只，完成任务量
的100%。祥见附表三。

3、疫情普查及畜棚(圈)消毒

在搞好免疫接种的同时，组织开展了疫情普查，密切注视疫
情动态，进一步强化了疫情报告制度，发现疫情及时上报，
共普查牛羊1820848头只，消毒畜棚(圈)面积达万*方米。

4、寄生虫病的防治



为减少寄生虫病造成的危害，我县用丙硫咪唑、阿维菌素、
螨净等药品预防牲畜的各类内外寄生虫病，保障了畜牧业的
健康发展。共药浴羊717491只，经驱虫的.牛有319167头，羊
有717491只，马19873匹。

5、疫病监测

根据青牧医总[20xx]06号文件《关于认真做好牛皮蝇防治及
考核工作的通知》精神，防治并考核防治效果，牛200头,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根据青牧医总[20xx]14号文件《关于印发〈青海省20xx年动
物疫病监测实施方案〉的通知》的有关要求，我站对我县五
乡一镇的20头牛和20只羊、100匹马、采集血清并送检未检出
阳性动物。

为保障我县畜牧业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杜绝疫病传
播，保障人民的食肉安全，在开展产地检疫、运输检疫、屠
宰检疫的同时，加强了对动物防疫工作的监督检查，组织工
作组不定期赴各乡(镇)检查、督促、指导防疫工作。全年共
检疫各类活畜42778头只匹(其中牛6694头，羊35934只，马93
匹，犬57条)，检疫肉类吨，其它畜产品吨，检疫皮张11550
张。消毒车辆1455台次，冷库及市场消毒面积达万*方米。年
审动物防疫合格证11家，新办理动物防疫合格证5家。

20xx年8月底，站领导和一名业务骨干参加省动物疫病预防控
制中心和省动物卫生监督所举办的培训班，参加完培训后我
站于9月12日召开专题会议并成立河南县兽医站动物标识及可
追溯体系建设成立领导小组，明确分工任务，确定一名信息
员，进行基本数据的录入工作已于9月底完成了基本数据的录
入工作。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县村级动物防疫员培训工作，提高村级动
物防疫员的业务素质和动物防疫技术水*，认真贯彻落实青海



省农牧厅下发的《关于切实做好全省村级动物防疫员培训的
通知》的精神。在我县业务部门和各级*的大力支持和关心下
已全面完成今年村级动物防疫员的培训任务，全年共举办四
期培训班，培训工作取得了预期目的和效果。今年培训工作
共参加村级防疫员139名，主要集中在春、秋防疫之前各举办
一期之后举办二期(556人次)。

1月31日，河南县兽医站更尕站长等一行五人前往宁木特乡梧
桐村进行送温暖献爱心慰问活动，慰问组共走访七户贫困家
庭，为每户送去了米、面、油等过节物资(合计人民币元)，
解决了其燃眉之急，使这些贫苦户过上一个快乐祥和的春节，
拉近了党群、干群关系。

慰问组在走访中发现该村一贫困户家中的一名妇女在放牧时
不慎摔成半生不遂至今已卧床6年，生活不能自立，慰问组当
场承诺帮助其解决医疗费元，帮助其度过难关。

1、部分牧民群众的思想观念落后，靠天养畜思想比较严重，
防疫意识淡保

2、某些村干部对防疫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有些防疫员的工
作积极性不高，对工作的责任性不强。

3、防疫员人员少，且更换频繁，报酬低，业务水*低，缺乏
应有的防疫工具，影响防疫工作。

4、部分乡站缺乏技术人员，而且山高沟深，地广人稀，交通
不便，远远不能满足每村有一个联点技术人员的工作要求。
人员分配不均，男女比例不当，不利于防疫工作的开展。

5、我县牲畜交易频繁，新的疫情可能卷土重来，将给今后的
防制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必须加大产地检疫和运输检疫的力
度。



6、牧民群众隐瞒牲畜存栏数，实际牲畜存栏量与统计数相差
较大，造成免疫密度降低，留下防疫隐患。

7、管理体制混乱，乡镇兽医站由于双重管理，财务、业务方
面由县兽医站管理，人员由乡*管理，从而出现了管理两张皮，
互相推诿扯皮现象，影响了防疫工作。

8、乡镇兽医站交通工具缺乏，无法保障按时深入基层，指导
防疫，了解疫情，严重影响着防疫工作的开展。

9、我县兽医工作，面广量大，兽医技术人员的待遇低，队伍
不稳定，人员流失情况严重，极大的影响了全县动物疫病防
治能力和动物产品质量全面水*的提高。

兽医工作规划 畜牧兽医局年度工作计划篇四

结合我镇畜牧兽医工作实际，为加快我镇x年畜牧兽医工作再
上一个台阶，为“保四争三”谋定策略，为加快我镇畜牧兽
医事业更快更好发展，为让老百姓得到更多实惠，畜牧兽医
工作x年将以“三保四化”为目标和措施；挖掘潜力缩小差距，
寻求突破弥补不足，为今后畜牧业又好更快、更好更快发展
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常规养殖，瞄准市场需求，增加养殖效益，促进商品
生产，进一步巩固提高猪、牛、羊生产水平，以镇内财源猪
场和双龙生猪养殖场为重点，外引纯种猪80头，内推二元母
猪300头，推广优质杂交仔猪x万头，实施草地生态畜牧业科
技扶贫项目，种草3000亩，推广良种羊3000只，良种牛150头，
规划完善建成200头规模猪场2个，10—50头规模户50
户，50—100只规模养羊户30户，1个2000只规模种羊地，创
建2个标准化规模养殖示范场。

统一品种，统一防疫，统一供种，统一服务，统一销售，统
一育雏。在曾家坳村建设养鸡专业村，带动两下林上养鸡产



业发展，在公路沿线建养鸡示范户规模式500只100户，全年
出栏土鸡20万只以上。

（三）着力强化重大动物疫病防治工作措施，确保全镇饲养
环境健康安全。

（四）着力加大动物及产品检疫监督执法力度，确保群众吃
上放心肉；外疫不入侵，内疫不外传。

这个着力点既是保障疫病不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更是保障畜
产品质量安全的有效关口。强化对畜产品生产流通环节的监
管，执行畜产品及免疫耳标可追溯制度，强化畜禽养殖档案
管理，建立健全饲养场防疫目标责任书、畜禽养殖场检疫监
管责任书，规范饲料、饲料添加剂及兽药的使用，加大违禁
药品使用的查处力度，实行养殖全过程质量监管，保证饲养
安全，保证上市畜产品的质量。在检疫执法中把好产地检疫、
运输检疫出口关，把好屠宰检疫入口关，不断提高检疫检查
科学水平和技术能力，确保入口出口安全，确保发现疫情及
时果断隔离，确保检疫人员自身防护。

（五）着力增进为农服务意识，确保养殖户后顾无忧。

加强畜牧业服务建设，工作地点下移，多下基层，多进场入
户，多倾听养殖户意见和呼声加强沟通和交流，对一些困难
及时给予解决对养殖户进行更多的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努
力在信息服务、开拓销售市场、筹集资金、建设用地等方面
加大服务力度，不断提高畜牧业技术保障能力和技术贡献，
加快推进我镇畜牧业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产业化发展。

（六）着力增强全镇一盘棋思想，确保当好参谋助手，干出
工作成效。

牢固树立全镇一盘棋思想，坚持分工不分家，紧紧围绕全镇
发展大局，精诚团结，密切合作，执行好、落实好党委政府



安排部署的各项决议决策。坚决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确保政令畅通。在工作中顾全大局，与党委政府同心同德、
步调一致，全力维护党委政府良好形象。

兽医工作规划 畜牧兽医局年度工作计划篇五

一是进一步优化畜牧产业布局，深入开展畜禽养殖标准化示
范创建活动，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发展；二是大力推进种养
结合，积极开展“粮改饲”试点，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农
牧业结合、种养加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一是抓好生猪稳产保供，争取20xx年生猪存栏达30万，出
栏40万；二是大力做好渤海黑牛产业开发项目。发挥地方特
色优势，延长产业链条，在提高渤海黑牛存栏量的同时，推
进二三产融合，进一步提高渤海黑牛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重点实施好粮改饲、苜蓿生产、肉牛繁育推及农技推广、渤
海黑牛、德州驴种质资源保护等项目，到20xx年推广“粮改
饲”面积万亩，新增优质苜蓿种植面积2000亩。

一是完成免疫无口蹄疫区和高致病性禽流感区建设；二是继
续抓好非洲猪瘟及春、秋两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在畜禽养殖、饲料兽药等投入品生产经营、畜产品屠宰加工
等环节全面配合有关部门落实好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一是规范产地检疫行为。严格执行动物产地检疫规程，确保
出栏动物合格率100%；二是规范畜禽屠宰检疫。认真履行屠
宰检疫监管职责，有效保障出场畜禽产品质量安全。

一是加强畜禽污染养殖综合治理，提高粪污处理设施综合利
用率，依照方案要求，全面落实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
项目，规模化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建率达到100%，提高规
下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建率。二是认真做好畜禽养殖业户



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指导和服务，搞好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
和资源化利用，积极发展畜牧循环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