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畜牧工作者年终总结 畜牧兽医工
作总结(精选9篇)

总结，是对前一阶段工作的经验、教训的分析研究，借此上
升到理论的高度，并从中提炼出有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提高
认识，以正确的认识来把握客观事物，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实
际工作。那么，我们该怎么写总结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
的总结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
帮助。

畜牧工作者年终总结 畜牧兽医工作总结篇一

20xx年全年实现牛存栏1xx0头，出栏800头，羊只，出栏只，
猪存栏头，出栏头，鸡存栏28万羽，其中肉鸡存栏xx万羽，
出栏肉鸡62万羽。

实现养猪场集约化、标准化、规模化养殖。20xx年东巴柳吴同
运、杨营田如民、沙南蔚承金规模养猪场，在建前、建中、
建后跟踪指导，全方位服务，共建设自然养猪法猪舍近3000
平方米，位居全县第一；整合李村养殖场散、乱、小现状，
积极引导协调，促其形成初具规模的养殖小区模式，这个养
殖小区已报告畜牧局，进一步加强管理，合理布局，做出特
色。

全镇20xx年新建规模养殖场27家，其中西张圈村张庆桥养殖
场新建猪舍87间，年可实现出栏1800头—2000头生猪。建设
规模、建设标准、生态功能都极具代表性。

20xx年防疫又是任务重，责任大的一年，全年不仅有效实施
了春秋两季重大动物疫病防疫，还在十一运会期间、疫病流
行期间加强免疫两次，进行了以下免疫工作。

1、猪、牛、羊w免疫，全年共免疫猪头、牛760头，羊只。



2、猪兰耳、猪瘟免疫共免疫头。

3、禽流感免疫：全年免疫禽32万羽。

在进行重大动物疫病免疫的基础上，20xx年还对全镇流行疫病
普查4次，免疫监测生猪xx0头，牛32头，鸡870羽，羊260只，
全镇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全年实现了'应防尽防，不留死
角'的工作目标，确保了养殖业健康安全发展。

检疫监督执法，严格执行国家行业标准，搞好产地检疫、加
强运输检疫、严格屠宰检疫。搞好以检促防，防检结合，多
渠道控制疫病传播，促进免疫有效实施，保障群众食肉安全，
保护养殖环境健康，实现'外疫不入侵，内疫不外传'的防控
目标。

20xx年是继20xx年中央惠农特别是泽及畜牧业的又一大年，
主要惠农政策有：能繁母猪补贴、优质后备奶牛补贴、能繁
母猪保险补贴这三项。

全镇1786头能繁母猪一头不漏的实现了每头xx0元的补贴和每
头48元的保险补贴，全年共死亡能繁母猪112头，全部获得保
险理赔，共赔付元，极大的保护了养殖户的经济利益，降低
了养殖风险。优质良种后备母牛全部经过县镇两级审核验收。
兽医站在补贴工作中严把关、严管理，严肃责任和纪律。对
全镇能繁母猪和后备奶牛均进行两次检查，未出现一例虚报
和漏报。

加强与养猪户的沟通和交流，及时捕捉有利信息。兽医站对
全镇xx9家规模养殖户建立详细饲养档案，及时掌握各养殖场
的饲养、用料、用药、防疫、购销等情况，发现情况及时处
理，尽可能为养殖户规避风险，降低损失，使养殖户积极性
不致失落，进一步影响养殖市场稳定。今年共举办三次培训
班，全部聘请专家教授讲课，对养殖技术和疾病防治很有帮
助，确保了养殖及肉品安全。



今年还洽谈了两户外商投资养殖，一是于楼村养猪场由张衍
振书记牵头：二是曾庙村奶牛场，由刘玉银举荐，兽医站均
跟上服务，力争让外商落户沙河站镇，为我镇畜牧事业注入
更大活力。

20xx年工作存在的不足主要有：

1、土地和资金等瓶颈问题还一时难以解决，规模化、集约化
养殖仍有难度。

2、防疫工作仍需进一步加大力度，在确保密度和质量上下功
夫。

3、服务措施滞后，技术交流和信息沟通尚需努力。

畜牧工作者年终总结 畜牧兽医工作总结篇二

（一）加强了法制学习和宣传：对内，我们坚持执法单位周
五法制学习日制度，系统学习畜牧兽医及相关法律法规；对
外，我们利用宣传车、展板和印发宣传单等形式，向群众宣
传法律法规和动物食品安全知识，扩大群众知晓面。

（二）强化了法制监管工作：针对我县执法力量薄弱和监管
工作量大面宽的工作实际，我们与养殖户、兽药饲料经营门
店逐一签订责任合同，强化责任主体的责任意识，发放、张
贴动物食品安全告知书，发动群众积极参与举报，自觉同违
法行为做斗争。同时，我们结合春季动物防疫工作，于3月16
日开始至5月15日结束，对全县1654个规模养殖户、兽药饲料
经营门店进行了一次拉网式检查，共查获销毁假劣兽药及过
期饲料48件（合）128公斤。针对产地检疫和畜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工作难以开展的实际，结合现代农业和“百千万”政策
的落实，强制推行养殖档案及动物申报检疫工作，养殖档案
及产地检疫率双双比去年同期提高20%以上。



（三）规范了动物卫生监督执法行为：我们在对管理对象监
督检查的基础上，认真做好监督检查记录，并要求当事人签
字认可，对监督检查出来的违法行为，限期整改，并发放责
令整改通知书。对监督检查或者举报案件调查过程中采集的
证据，统一建立电子档案，实行诚信追踪制度，对初次违法
行为责令整改，对多次违法行为实行重罚。

（四）全面开展瘦肉精检测工作：针对影响食品安全的瘦肉
精事件，我们在经费紧张、力量单薄的情况下，投入4万元，
对全县的规模养猪大户开展了一次拉网式监测，每个大户检
测尿样4头份，全县共检测养猪大户654户1308头2616份尿样，
除一份假阳性外全部为阴性。同时，对规模养殖户实行跟踪
服务，一对一指导，确保生产环节不发生任何食品安全事故。

（五）狠抓动物屠宰环节检疫监管：结合商贸部门开展的打
击私屠乱宰整顿活动，我们立即调整部署，迅速实现了从市
场检疫向驻场检疫的转变，在执法力量极其单薄的情况下，
从监督所四名在职人员中抽调两名人员驻场检疫，实行动物
屠宰环节的全程检疫和监督管理，确保动物食品安全。

1、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力量薄弱。动物卫生监督所编制8名，
实有6人，其中畜牧中心借用2人，屠宰场驻场检疫2人，还能
动用的执法力量仅剩2人，与全县几百万头只畜禽的产地检疫
量和兽药、饲料经营门店以及养殖大户的投入品监管工作量
相比相去甚远。

2、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仅瘦肉精检测一项，每头猪的检测费
用在30元以上，如果按每4个月检测一次，全县654个规模养
猪户每年就需要检测费用11.8万元，这还不包括屠宰检疫检
测和执法人员的车油费用。而县财政每年给动物卫生监督所
预算的公用经费是2.4万元，这与实际需求想去甚远。

3、管理体制与现行法律相脱节。《动物防疫法》规定：“县
级以上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承担动物及动物产品的检疫工作”，



过去乡镇畜牧兽医站属于县畜牧兽医局的派出机构，其检疫
权没有问题；而乡镇机构改革后，乡镇畜牧站下放到乡镇管
理，其检疫权与现行法律相脱节，这就造成了县级有权没人
管、乡镇有人无权管的尴尬境地。

4、检疫检测化验设备落后。目前，我们的化验室还没有建立，
很多检测化验业务无法开展，致使动物食品安全还存在一定
隐患。

1.进一步加强动物生产环节的安全监管工作。加强与工商、
质监部门及食安委相关部门的沟通与协作，开展联合执法，
强化对规模养殖户的监督管理，确保生产环节食品安全。

2.进一步加强对兽药饲料经营门店的管理。结合全国兽药gsp
认证工作，重新对全县的兽药饲料经营户进行清理规范，对
违法经营违禁药品及假冒伪劣兽药饲料的门店坚决予以取缔。

3.进一步加强动物及其产品的检疫工作。结合检疫申报点项
目建设，在宏源屠宰场建立一个标准化检疫检验室；在每个
镇建立一个标准化的检疫申报点，从设施设备到规章制度全
部实行规范化。

4.积极配合食安委开展的各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确保
动物食品安全和畜牧产业健康发展。

畜牧工作者年终总结 畜牧兽医工作总结篇三

20_年上半年全县畜牧兽医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紧紧围绕年初确定的工作目标，以农民增收为重点，以
提高效益为中心，加强防疫与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加大
规模养殖场(区)建设力度。上半年畜牧兽医工作，保持了良
好发展势头。

全县上半年黄牛存栏x头，同比增长x%;生猪存栏x头，同比增



长x%;山绵羊存栏x只，同比增长x%;肉牛出栏x头，同比增
长x%;山绵羊出栏x只、同比增长x%;生猪出栏x头、同比增
长x%。

20_年上半年主要工作：

一、突出抓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确保畜牧业健康发展

1、上半年实现重大动物疫病应免率达100%，全面完成春防工
作，全县无动物疫病发生。

2、积极开展疫情检测和消毒工作，在全县范围内统一开展两
次养殖场(户)消毒工作，共发放消毒药x吨。

3、在我县边界处，设立了x个临时检查站，防止疫病流入，
确保了我县无疫病发生。

4、加强疫病监测工作，完成了全县“两病”监测任务。5、
强化检疫手段，新增屠宰生猪旋毛虫检疫项目，确保猪肉质
量安全。

二、重点抓好规模养殖场(区)建设，推动畜牧业快速发展

1、加大规模养殖场(区)建设扶持力度，及时修订扶持政策。

2、全县现有规模养殖场(区)x个，新增x个，各类养殖大户
达x个，专业养殖合作社正在清理当中。

三、积极开展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确保畜产品质量安
全

1、成立了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和专项整治领导
小组。



2、上半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两次兽药饲料专项整治大检查。
查处违禁过期兽药x余种，价值x万余元。并依法集中销毁暴
光。

3、与各乡镇政府、养殖大户签订了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
状(书)，层层落实责任制。

四、努力开展畜禽改良工作，提高畜禽品质和产量

1.积极开展黄牛冻精配种工作，举办培训班两次，现有比较
成熟配种员x人。

2.上半年开展黄牛冻精配种工作x头，成功率达到x%。

五、加强科技培训工作力度，送科技下乡，实现技术和生产
的有效对接

1、上半年举办培训班x次，受训人员达一万多人次。

2、积极配合有关部门下乡培训，送科技下乡x次。

六、积极向上争取项目，推进标准化养殖场建设

今年年初上报__x启航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养猪场改扩建项目，
项目总投资x万元。自筹资金x万元;申请国家补助x万元。

下半年主要工作：

2、进一步加强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下半年在全县范围内集
中开展兽药、饲料专项集中整治工作四次，确保畜产品质量
安全。同时切时做好肉精等检测、检疫工作。

3、切时加强指导与服务，确保畜牧生产完成年初工作任务和
目标。



4、极时修定和兑现__x畜牧发展扶持政策，加大政府扶持力
度，推动全县畜牧业发展。

5、切时加强项目争取与项目建设工作，按时完成项目建设任
务。

存在的问题

1、__x政府机构改革又把畜牧兽医局的行政职能和业务职能例
入农业局管理，虽然没有取消畜牧兽医局，实际工作相对独
立，可是在今后的工作中，对自己的职责模糊不清，无所事
从，与06年国务院兽医体质改革方案相悖。

2、金融部门对畜牧业贷款发放要求严格，多数不予贷款，养
殖户享受不到贷款贴息政策，影响畜牧业发展。

畜牧工作者年终总结 畜牧兽医工作总结篇四

一、主要工作情况

（一）加强了法制学习和宣传：对内，我们坚持执法单位周
五法制学习日制度，系统学习畜牧兽医及相关法律法规；对
外，我们利用宣传车、展板和印发宣传单等形式，向群众宣
传法律法规和动物食品安全知识，扩大群众知晓面。

（二）强化了法制监管工作：针对我县执法力量薄弱和监管
工作量大面宽的工作实际，我们与养殖户、兽药饲料经营门
店逐一签订责任合同，强化责任主体的责任意识，发放、张
贴动物食品安全告知书，发动群众积极参与举报，自觉同违
法行为做斗争。同时，我们结合春季动物防疫工作，于3月16
日开始至5月15日结束，对全县1654个规模养殖户、兽药饲料
经营门店进行了一次拉网式检查，共查获销毁假劣兽药及过
期饲料48件（合）128公斤。针对产地检疫和畜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工作难以开展的实际，结合现代农业和“百千万”政策



的落实，强制推行养殖档案及动物申报检疫工作，养殖档案
及产地检疫率双双比去年同期提高20%以上。

（三）规范了动物卫生监督执法行为：我们在对管理对象监
督检查的基础上，认真做好监督检查记录，并要求当事人签
字认可，对监督检查出来的违法行为，限期整改，并发放责
令整改通知书。对监督检查或者举报案件调查过程中采集的
证据，统一建立电子档案，实行诚信追踪制度，对初次违法
行为责令整改，对多次违法行为实行重罚。

全县的规模养猪大户开展了一次拉网式监测，每个大户检测
尿样4头份，全县共检测养猪大户654户1308头2616份尿样，
除一份假阳性外全部为阴性。同时，对规模养殖户实行跟踪
服务，一对一指导，确保生产环节不发生任何食品安全事故。

（五）狠抓动物屠宰环节检疫监管：结合商贸部门开展的打
击私屠乱宰整顿活动，我们立即调整部署，迅速实现了从市
场检疫向驻场检疫的转变，在执法力量极其单薄的情况下，
从监督所四名在职人员中抽调两名人员驻场检疫，实行动物
屠宰环节的全程检疫和监督管理，确保动物食品安全。

二、存在的问题

1、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力量薄弱。动物卫生监督所编制8名，
实有6人，其中畜牧中心借用2人，屠宰场驻场检疫2人，还能
动用的执法力量仅剩2人，与全县几百万头只畜禽的产地检疫
量和兽药、饲料经营门店以及养殖大户的投入品监管工作量
相比相去甚远。

2、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仅瘦肉精检测一项，每头猪的检测费
用在30元以上，如果按每4个月检测一次，全县654个规模养
猪户每年就需要检测费用11.8万元，这还不包括屠宰检疫检
测和执法人员的车油费用。而县财政每年给动物卫生监督所
预算的公用经费是2.4万元，这与实际需求想去甚远。



3、管理体制与现行法律相脱节。《动物防疫法》规定：“县
级以上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承担动物及动物产品的检疫工作”，
过去乡镇畜牧兽医站属于县畜牧兽医局的派出机构，其检疫
权没有问题；而乡镇机构改革后，乡镇畜牧站下放到乡镇管
理，其检疫权与现行法律相脱节，这就造成了县级有权没人
管、乡镇有人无权管的尴尬境地。

4、检疫检测化验设备落后。目前，我们的化验室还没有建立，
很多检测化验业务无法开展，致使动物食品安全还存在一定
隐患。

三、下半年工作重点

1.进一步加强动物生产环节的安全监管工作。加强与工商、
质监部门及食安委相关部门的沟通与协作，开展联合执法，
强化对规模养殖户的监督管理，确保生产环节食品安全。

2.进一步加强对兽药饲料经营门店的管理。结合全国兽药gsp
认证工作，重新对全县的兽药饲料经营户进行清理规范，对
违法经营违禁药品及假冒伪劣兽药饲料的门店坚决予以取缔。

3.进一步加强动物及其产品的检疫工作。结合检疫申报点项
目建设，在宏源屠宰场建立一个标准化检疫检验室；在每个
镇建立一个标准化的检疫申报点，从设施设备到规章制度全
部实行规范化。

4.积极配合食安委开展的各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确保
动物食品安全和畜牧产业健康发展。

畜牧工作者年终总结 畜牧兽医工作总结篇五

1、粮棉生产再获丰收。县农林局重点加强小麦、玉米田间管
理，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发动农民，加大宣传、
培训和督导力度，组织技术人员开展农业科技下乡活动，突



出抓好分类指导，强化各项关键技术措施的落实。20____年
全县共种植小麦65.4万亩，全县小麦亩产平均达到527.9公斤，
总产达到34.5万吨;全县玉米播种面积65万亩，平均亩
产582.6公斤，总产达到37.9万吨;全县棉花播种面积2万亩，
平均亩产104.3公斤，总产达到0.2万吨。

2、科技支撑能力进一步增强。今年以来我们大力推广普及农
业高新技术，通过组织培训班、广播电视讲座、印发技术资
料等多种形式，深入开展了农业科技、农村新技术的教育培
训活动。截止目前共举办各类培训班40期，广播电视讲座8
期;印发宣传材料、明白纸1.5万余份，开展技术咨询、技术
指导1万余人次，大大的提高了科技支撑能力。

3、农林综合执法水平进一步提高。借助“诚信宁津”建设，
印发了《____县农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县农资生产经营管
理工作的意见》，并与农资生产、经营业户签订了《诚信生
产经营责任状》，农资生产、经营业户书面写出《农资生产
经营承诺书》。利用多种形式，加大对农业、林业法律法规
知识的宣传力度。截止共出动执法人员500余人次，检查种子
农资生产、经营单位500余个次，整顿规范农资门店30个次，
化肥产品20个。

4、造林成果丰硕。今春全县造林总面积11000亩，完成植
树62万株。重点抓了三项工作重点工程：一是鲁冀边界防护
林工程。该工程在我县境内总长56.2公里，涉及大曹镇、保
店镇、刘营伍乡、相衙镇、张大庄镇、长官镇、时集镇七个
乡镇。基干林带6896亩，纵深防护林带1300亩。植树42.6万
株。二是路网、水网建设工程。津城办、柴胡店镇、大柳镇
等乡镇在省道、主干线公路、宁南河、宁北河、主要河流、
干沟处各种植2400亩片林，植树14万株。三是特色经济林建
设工程20____亩，其中长官镇种植油用牡丹1000亩，保店镇、
津城办各种植经济林500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