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外婆的澎湖湾教案反思 外婆的澎湖湾
(实用5篇)

总结是对过去一定时期的工作、学习或思想情况进行回顾、
分析，并做出客观评价的书面材料，它有助于我们寻找工作
和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掌握并运用这些规律，是时候写一
份总结了。什么样的总结才是有效的呢？这里给大家分享一
些最新的总结书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动物检疫工作总结个人 动物检疫个人工作总结篇一

一、全面落实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评估认证准备工作

1、做好动员工作。各区县动监所统一思想，全力以赴，按照
省所要求，逐步落实材料整理、补充、制度完善、记录存档、
申报点制度上墙等准备工作，加强产地和屠宰检疫监管，保
证评估认证工作顺利通过。

2、做好屠宰检疫工作。明确岗位职责、细化程序、落实责任，
严把宰前检疫、屠宰检疫两个关口，对一些违法违纪行为给
予了强有力的打击，确保检疫工作有效推进。严格按市所要
求填写各项表格。并将屠宰、检疫、消毒等各项制度上墙公
示。

3、做好产地检疫工作。一是规范表格填写。3月初，全县12
个乡镇已陆续完成《产地检疫申报记录》等12个表格转换、
补填和整理工作。二是加大督检力度。3月中旬，深入上马乡
和石文镇等乡镇检查无疫区准备工作。

二、规范和加强全市动物检疫工作

1、为全面做好今年全市动物检疫工作，经过深入调研和认真
筹备，动物检疫站于2月9日召开全县动物卫生检疫工作会议。



会议要求，全县各乡镇围绕“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申报这条
主线，努力实现检疫工作大突破、量化指标大增长、业务能
力大提升三大目标，认真做好无疫区申报准备、动物检疫申
报、产地检疫和屠宰检疫、检疫督检与考核、检疫宣传等五
项工作，结合无疫区申报契机，将检疫各项工作进一步制度
化、程序化、规范化，使我县的检疫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会上，5个区域性动监所所长现场签定了《动物检疫目标管理
工作责任状》与《动物检疫行风建设责任书》，通过制度约
束和责任要求不断加强动物检疫执法工作，规范动物检疫执
法行为，为抚顺县食品安全和畜牧业发展贡献力量。

三、抚顺县上半年畜禽出栏及检疫情况

通过半年的工作，使从事检疫工作人员认清了当今动物检疫
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更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抚顺县检疫监督管
理工作的规范，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及时有效控制动物疫
情发生及蔓延，为抚顺县域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动物检疫工作总结个人 动物检疫个人工作总结篇二

一、学习与实践同步，做好动物防疫工作。

动物防疫工作关系到辖区百姓的身体健康和社会的稳定。在
年在动物防疫工作中，认真学习动物防疫法等相关知识以外，
虚心向其他同事学习防疫经验，确保所包镇的防控工作顺利
完成。

第一、疫苗领取。疫苗领回后，及时通知所包镇兽医站人员
领取，保证了疫苗的有效性。

第二。防疫工作责任到人。根据市区防疫文件的总体目标和
中心防控会议会后对各镇(办)防疫的的要求，及时了解所报
镇对防疫工作的开展、人员的分配和疫苗的领取情况进行初



步的了解，使自己对包镇的防疫工作开展情况做到及时掌握。

第三。防疫进度。对镇畜禽注苗情况进行统计并及时上报，
确保防疫进度的准确性。

第五。积极参加培训活动。为更好的学习动物防疫知识，服务
“三农”，我积极参加春秋防疫培训会、奶牛养殖的培训、
区标准化养殖培训会等培训活动，了解最新的防疫知识和养
殖技术，提高了防疫技能。

二、数据和信息上报。

依据省市区的文件总体目标及要求，我及时上报各类数据信
息，确保数据完整性和信息的及时性。第一、防疫信息。按
照市区的文件要求，防疫期间，对各镇办报送的防疫进度汇
总后上报市区相关部门，使上级业务部门更好的了解防疫情
况;第二、数据汇总。根据省市区的相关文件要求，对能繁母
猪、渭河流域规模养殖场(区)粪污处理情况、年西畜禽生产
单位和规模户摸底调查表等数据进行汇总并及时上报市区局;
第三、兽医站资料规范。为更好的使镇(办)兽医站的防疫资
料规范化，按照中心要求对各镇-年动物防疫资料进行了整理，
做到有据可询。第三、养殖信息。每月8号上报养殖信息，通
过养殖场的养殖数量的变化，更好的为省市区制定养殖发展，
提供决策依据。

三、存在问题和不足。

业务能力距离个人目标还有一定差距，专业素质与领导要求
还有很大的距离。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认真学习业务知识和技能，在新的一年使自己的业务水平有
一定的提高。



个人在工作中虽然还有一些不足，但我相信，用心工作可以
把工作干对，用力可以把工作干好，用脑可以把工作做精，
相信通过努力，使不足之处得以完全的改正，使自己的业务
水平有所提高。

动物检疫工作总结个人 动物检疫个人工作总结篇三

动物检疫是动物防疫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预防、控制动物疫
病，防制疫病传播、扩散和流行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能够有效地保证食品安全、人民健康。因此，政府的有关部
门对动物检疫工作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与关注，随着《动
物防疫法》颁布实施，动物检疫工作变得更加法制化、规范
化。但是，就目前来看，因为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被政府和人
民群众重视，动物检疫工作在大中型城市中开展较好，而一
些农村基层的动物检疫工作还存在较多的问题。

1、检疫人员的不足以及素质不高。在大部分的乡镇地区，检
疫人员只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或者甚至就一个兽医人员，他们
出了要担负大部分的动物检疫，防治，诊断，技术指导等工
作外，根本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好动物屠宰检疫的工作，
其次他们的素质也并不是很高，这样就会造成屠宰检疫工作
无法深入的进行下去，严重影响到了食品的安全。同时，大
多数基层的检疫站缺乏专业知识的培训工作，造成检疫人员
缺乏专业知识，导致检疫队伍素质较低，检疫工作不能真正
达到检出病害的目的。

2、检疫方式的落后。在农村或者山区地区，基本上就是靠一
把刀，或者一个温度计，其他即使有用也不会带过去的，在
实际的检疫工作中，检疫员只能用通过肉眼、感官对活畜禽
进行检疫，无法进行常规检查，也没有化验室可以进行专业
的检验。虽然部分的基层屠宰场也有置有专门的化验室，但
很少开展化验工作，并且可以检测的项目也十分有限。这样
只能检测出一般性的传染病，严重影响了检疫执法工作的科
学性和真实性。



3、动物检疫工作宣传不到位。动物产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
对动物从销售到产品的过程中要经过产地检疫、屠宰检疫、
市场检疫等检疫步骤也很不理解，影响了检疫工作的进一步
开展。另外，由于一些检疫人员大多不是专门的检疫人员且
素质不高，一些地方存在只收钱不检疫的问题，影响了动物
检疫的整体形象，使得农村基层检疫工作不被广大人民群众
认可。

4、基层的动物检疫工作人员对于开展检疫工作的认识有偏差，
片面的认为基层检疫工作的重点是免疫。动物检疫的一项基
础工作是产地检疫，产地检疫工作是动物检疫工作中防止动
物疫病传播流行的关键所在。由于基层动物养殖的方式繁杂，
既有规模化的养殖，又有农户散养，并且由于养殖规模不等，
数量不一，出栏时间不统一等原因，导致产地检疫所涉及的
范围较广、面积较大，加大了产地检疫工作的难度；同时由
于我国的产地检疫工作多数是实行报检制度，但大部分养殖
户法制意识不强，导致肉食品在出售时不报检；此外，由于
一些动物的收购是采用商贩上门的方式，买卖双方私自成交，
使得检疫人员难以掌握而又无法到户实施产地检疫；由于以
上的种种原因影响了产地检疫的到位率。

5、基层的相关部门也存在重防疫、轻检疫的思想，尤其是在
最近几年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任务比较繁重的情况下，使得动
物检疫监督工作很难发挥作用，使得基层动物检工作无法进
行深入的开展，导致以检促防工作滞后。

1、加强工作人员建设，提高检疫队伍素质。

2、加大硬件设施建设，配备必需的设备器材。

3、大力宣传，提高社会影响力，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去宣
传动物检疫方面的知识和法律。

4、紧密部门配合，合力促进检疫工作。



6、加强执法监督,加大执法力度。在屠宰检疫的环节，要将
强监管，严格控制检疫质量关。同时，加强市场上肉店的监
督管理，促使经营者凭证依法经营，并定点销售，改善卫生
状况。

动物检疫工作总结个人 动物检疫个人工作总结篇四

一、加强学习,提高认识

半年来特克斯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几次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
传活动,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动物疫病
的科学防治知识,继续实施 “放心肉”工程。 “三下乡”
和“法制综治宣传月”中,在城镇和重点乡开展街头宣传,参
加人员达36余人,赠送法律宣传资料500余份,悬挂大幅标3幅,
展出挂图5张,展版2个。于20xx年4月至5月份组织全体检疫员
在畜牧兽医局举办为期三天的法律法规和动物检疫专业知识
方面的学习一次,邀请州动物卫生监督所老师三名对学员进行
以民汉两种语言进行授课，结束时分别进行理论考试和实际
操作考核,合格的检疫员发放《动物检疫员证》,不合格的检
疫进行再学习处理。上半年的学习参加人员共36人次,理论考
试95份以上6名,90-85份28名,85以下2名,实际操作94份以
上18名,94以下85以上18名。

二、坚持报检制度,狠抓产地检疫 自20xx年1月以来,坚持实
行产地检疫报检制度,根据畜禽流通量大小,在我县喀拉达拉
乡和乔拉克铁热克乡等处设立“动物报检点” 四处,实
行“政务公开,收费公开,制度上墙,先报后检,有报必检”,严
格实施到场到点检疫,做到一畜一证制,同时做好产地检疫记
录。到目前为止产地检疫共14316头(只),其中牛1321头,
羊13195(只),使产地检疫率达到92%以上。

三、强化屠宰检疫,实施同步检疫全县三座畜禽定点屠宰场,
建立检疫工作室,实行了“制度上墙,业务公开”,根据屠宰量
的大小,配备3名动物检疫员,一个动物产品快速检疫箱,一套



检疫刀具,一只体温表,实施同步屠宰检疫,完善屠宰检疫记录,
落实了责任制,回收畜禽免疫耳标和产地检疫证。上半年屠宰
畜禽共11335头(只、羽),其中牛350头,羊4812只,生猪384头,
屠宰检疫禽5789羽,无害化处理畜禽脏器325个,上市畜禽肉胴
体检疫率达100%,持证率100%,使产地检疫证回收率90%,免疫
耳标回收率69%以上。

四、加强畜产品安全监督工作,稳步推进“放心肉”工程，按
县食品安全部门的有关要求,上半年成立“肉食品安全监督稽
查组”分不同路线对县城集贸市场牛羊猪肉摊、生活超市、
大中型餐饮饭店、畜禽定点屠宰场、卤肉店、白条鸡店、冷
库等肉品流通和出售环节的畜禽肉类是否经过检疫、加盖验
讫印章,是否持有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宰后检疫是否到位,
胴体上是否有检疫切口,是否存在未经检疫或经营病害、变味
肉类等违法违规现象实施定期性的监督检查。根据上半年的
检查情况来看,在肉类流通环节中存在以下个别的,未经检疫、
没有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的违规现象。于20xx年2月份的肉
类食品安全监督检查中查出未经检疫畜禽产品共120公斤,对
此现象依照《动物防疫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现场没收,对
当事人提出警告、责令限期内改正和罚款处理。同时节假日
实行了肉食品集中整顿和值班,及时上报各项报表和信息,到
目前为止,没有一起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发生;上半开展安全
监督检查共11次,加强动物检疫监督管理。

五、加强“五证”管理,规范用证行为 加强“五证”管理,严
格领销制度,实行专人负责,总量控制,以旧换新,责任到人,规
范填写,与用证人利益挂钩。同时,随时对各乡镇站用证情况
进行督查,确保用证安全,从1月份起到目前为止,使用检
疫“五证”154本。

六、加强监督管理,确保实现目标

(一)加强对动物及动物产品流通领域监督管理，在伊-特公路
呼吉尔特乡库热村距路30米一处设立的报检点派出4名业务素



质高的检疫员实施出入县境动物及动物产品监督检查,严格实
施有检疫证可出境,无证不准出境,从外地引进动物依法在隔
离所内进行法定时间内的兽医临床观察,同时认真记录监督检
查情况和运载车辆防疫消毒,到目前为止流通动物及动物产品
监督检查共30081头只羽,其中牛3548头,羊13800只,禽
类12568羽,生猪125头,马40匹,羊皮541张,牛皮456张,消毒运
载动物的车辆39次。 在5月份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期间,
重点对25户养殖户,2个城乡集贸市场,2个冻库,依法实施动物
防疫监督管理。

(二)强化动物防疫监督管理和案件查处 ，为杜绝畜禽疫病大
面积流行和传播,畜牧业健康有序发展,从3月份以来我所动物
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对各乡畜禽免疫工作是否落实,防疫员是否
到位,免疫是否按操作规程,是否存在未免疫或拒绝免疫等违
法违规情况实施定期性的监督管理。在4月的春季免疫工作监
督检查中发现未免疫145户,拒绝免疫12户,对这些违规现象依照
《动物防疫法》和《动物免疫管理办法》规定,通知当地防疫
员进行补免处理,同时我所业务人员现场对农牧民进行多次的
关于畜禽免疫、防疫知识等方面的宣传教育,通过宣传教育使
人民对畜禽防疫工作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理解。

(三)强化动物监督执法案件查处,规范办案程序,实行了错案
追究制;上半年来现场纠正违规事件11件,死牛签定1头,死猪
签定16头,死羊签29只,其中形成笔录档案的有2件;立案处理1
件,结案处理1件,无一错案出现。

七、小结 在全县动物检疫队伍的共同努力下,上半年实施动
物产地检疫 14316头(只),产地检疫持证率达100%。屠宰检疫
共11305头(只、羽),无害化处理动物脏器325个;流通动物及
动物产品监督检查共21081头只羽,动物产品共997张(牛羊
皮),消毒运载动物的车辆39次;防疫监督检查共18次,肉食品
安全监督检查11次,案件查处2起,印发上报食品安全办信息5
条,法建办信息2份,总结6份,先后11次协助乡镇兽医站处理畜
禽防疫、检疫事件。对促进我县畜牧业的健康发展,保护公共



卫生安全,做出应有的贡献。

动物检疫工作总结个人 动物检疫个人工作总结篇五

今年是中省市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工作整顿年，由于双汇
瘦“肉精事件”和雨润“问题肉事件”的警示，我县把加强
人员培训和执法队伍教育当成重中之重。由于市县两级的大
部分工作人员都属于非畜牧兽医专业毕业人员，人员技术能
力低外行多，所以加强技术培训尤为重要。我们邀请市监督
所所长高级兽医师蔡立安和监督科科长左善民两位同志对全
体检疫和执法人员进行了专业技术和法律法规培训，提高了
同志每的理论水平和责任意识。

xx五个乡镇检疫示范点，统一制作公示栏，制度牌，配发制
式文书和消毒药品。充实乡镇检疫人员，落实检疫点办公场
所。在保持去年x家规模养殖场，户，合作社，小区签订协约
的基础上，又与x户小规模养殖场户签订了产地检疫协约。目
前共有猪养殖场户156家，羊58家，牛61家，鸡101家实施了
签约式动物产地检疫。五个示范点与规模养殖场签约率达到
了100%，其他乡镇平均达到80%以上。

今年，每月的动物和动物产品报检次数平均达到x批次，共达
到x批次，检疫动物x万头只，其中活鸡约x万只，活羊约x万
只，生猪约x万头，牛 x万头，签约规模养殖户动物出栏报检
率达到100%，检疫率100%，出征率99%（1%为检疫不合格要求
隔离治疗和观察的动物）。签约式动物产地检疫工作已经开
始在我县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为了保障签约式动物产地检疫工作的顺利进行，我所产地检
疫管理工作小组，同三个监督执法中队近二十余人在全县各
乡镇的动物养殖、动物交易、动物运输、动物屠宰等环节实
施监督检查，对未经检疫出售，运输，屠宰动物的行为依法
处理处罚。特别是在屠宰环节我们利用我县屠宰检疫工作管



理严格的基础加大动物产地检疫证明回收力度，对无证进入
屠宰场的动物一律禁宰隔离观察并根据情况处罚后再补检准
宰，以促使经营户只能收购经过产地检疫的动物。同时我县
实行了动物贩运经营人和经纪人培训考核制度，动过加强动
物收购运输环节的管理，也大大促进了签约式动物产地检疫
工作的深入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