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防疫个人工作总结报告 个人参与防
疫工作总结(汇总6篇)

报告，汉语词语，公文的一种格式，是指对上级有所陈请或
汇报时所作的口头或书面的陈述。那么，报告到底怎么写才
合适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对大家有
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防疫个人工作总结报告篇一

我叫___，在卫生防疫站工作。自200_年参加工作以来，在卫
生防疫工作中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虽没做出什么惊天动地
的大事业，也没有赢得鲜花和掌声，但是我可以无愧地说：
我尽到了自己的职责，没有辜负党和政府对我的多年培养，
在奉献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现将一年的学习和工作总
结如下：

一、立足本职，扎实学习，严格要求自己，遵守纪律，刻苦
训练，受到了领导的一致好评。在工作中磨练了我不怕吃苦、
刚毅果敢的性格。200_年被组织分配到防疫站消杀科。分配
后，我暗下决心：自己一定要把工作干好。为此，我始终把
学习业务、提高工作本领第一要务，坚持做到三点：

一是扎实学习基本业务，主动购置了业务资料，充分利用一
切可利用的时间，加强自学。同时，参加了成人高考，系统
学习了专业知识，进一步提高了自身专业理论水平。

二是虚心向同事们请教，每当学习中遇到不懂的问题，虚心
向其他同事请教，认真学习。在相互交流中，既增长了见识，
丰富了知识储备，同时增近了同事间的友情，搞好了团结。

三是积极参与实践，主动要求下乡开展消杀工作，和同志们
一道并肩战斗，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通过实践



锻练，不断提高实际工作本领。如今，我已经成为了现在的
业务骨干。

二、恪尽职守，爱岗敬业，一心扑在事业上，在我心中时刻
想的都是工作，而自己家里的事却总是挂不上号。为此，妻
子没少数落我，但我始终认为：工作上的事再小也是大，家
里的事再大也是小。

三、身先士卒，勇挑重担，关键时刻挺身而出。面对疫情，
我作为卫生防疫工作人员，担负着督导的任务，始终站在了
防治最前沿。

几年来，在组织的关怀下，在领导和同事的帮助下，我在工
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受到了大家的认可。今后，我将继续
严格要求自己，扎扎实实、无怨无悔投入到工作中，投入到
全身心热爱的卫生防疫事业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防疫个人工作总结报告篇二

疫情就是命令，疫场就是战场。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xx
社区全体干部职工全部停休在岗，科学规划，统一指导，统
一行动，多维度开展疫情防控，织密织牢防控网。

我们对辖区3945余户，9873人共进行了6轮地毯式排查，逐户
登记，坚决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辖区1.5平方公里共分
为6个网格，进行网格化管控，每网格有联防联控网格员6人，
联防联控单位为定边县审计局，下沉党员干部22人。

疫情发生后，xx社区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
抓，成立东关社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建立24小时党员干部
值班制度，实时关注疫情情况。设立了东关设区应急核酸检
测点2个，一是社区院子内，二是东原子村委会院内。确保一
旦发生紧急情况，我社区可以高效快速完成辖区内全体人员
核酸检测，控制疫情。



为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社区成立7支党员突击队，
分片包干，奔赴在防疫各项工作中，他们是抗疫的宣传员，
亦是监督员，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在抗疫战中
践行使命，坚守初心。

社区宣传先锋队共分为三组即“小喇叭”宣传队，海报宣传
队，宣传册宣传队。每天奔赴在街头巷尾开展疫情防控宣传，
共循环播放“小喇叭”健康顺口溜56小时，发放《致——街
道办居民的一封信》告知书1981人、宣传资料2033份、张贴
公告2161份、在辖区醒目处悬挂横幅90余条。同时发动群众
在防疫阻击战中的重要作用，积极向社会公布投诉举报热线，
迄今为止，接收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存在的人员聚集、居家
观察对象擅自外出、外省流入人员(车辆)等情况的举报、诉
求件7起，均已得到妥善解决。

为了全面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在做好个人防
护的.情况下，在辖区内展开爱国卫生行动。主要做法是：第
一步公共环境卫生打扫消毒87次。第二步是网格员排查辖区
卫生死角、裸露垃圾上报包抓责任单位联合清除垃圾87次。
三是指导、督促小区清理乱堆放、抑制病毒传染。社区全员
都行动起来，开展为打赢疫情阻击战助力。

我社区共有登记人口9873人，户籍人口3289人，分布在6个网
格内，严格执行人员及车辆出入登记及管控措施，对公共区
域进行每天不少于两次的消毒恶恶共管控。共摸排xx离境人
员6名，已全过医学观察期，其中两人已离定;中风险地区返
定来定人员26人;重点人群(密切接触者)4人，目前身体状况
良好;解除集中隔离人员3人，均已过居家隔离观察期，目前
身体状况良好;登记管控1.16日后外来、返定人员782人，全
部责任夯实到人。

疫情面前，容不得我们一点马虎。我们坚信，只要我们众志
成城，齐心协力，铺开严密的疫情防疫网，就一定能攻坚克
难，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防疫个人工作总结报告篇三

为了切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畜牧业健康、稳
定、持续发展，街道认真贯彻执行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和文件
要求 ，一年以来，在街道主要领导的指导及村级干部、防疫
员的支持和帮助下，较好地完成了本街道动物防疫工作，现
将本年度动物防疫工作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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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百姓的身体健康和社会的稳
定。20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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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本街道的防
控工作顺利完成。

第一、疫苗领取。街道兽医站工作人员将疫苗领回后，及时
通知村级防疫员在规定的时间内领取，并及时发放给各养殖
大户，保证了疫苗的有效性。

第二、防疫工作责任到人。根据区畜牧局会议的总体要求，
本街道及时开展了春秋两季动物防疫会议，并按照“属地管
理、分级负责”和“政府保密度、业务部门保质量”的要求，
主要领导要亲自过问，分管领导要具体抓，并建立健全各行
政村领导和防疫人员分片包干制度，责任到人，层层落实防
控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第三、追踪防疫进度。为了及时准确掌握本街道动物防疫工
作的进度，与每个村级防疫员发放了春秋两季街道养殖大户
疫苗领取表和动物强制免疫注射登记表，对本街道畜禽疫苗
接种情况进行统计并及时上报，确保防疫进度的准确性。

第四、督促 “瘦肉精”检测任务。为切实保障畜牧产品质量
安全，让消费者能吃上“放心肉”，今年以来我街道高度重
视，落实责任、制定方案，在全街道统一开展整治行动。全



街道今年共抽查5家生猪规模养殖场生猪尿液15份，均通过现
场快速检测，盐酸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快速检
测卡均显示全为阴性，未发现不合格样品，无“瘦肉精”事
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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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__年x月x日至x日参加了__区20__基层农机推
广补助项目农机人员能力提升培训会，学习了解了最新的涉
农法律法规、农产品安全质量监管和专业防疫养殖技术，提
高了专业技能。

二、数据和信息上报。

依据上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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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
级文件的要求，防疫期间，对各村级防疫员报送的防疫进度
汇总后上报区相关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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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养猪场无害化处理等数据进行汇总并及时上报区畜
牧局;第三、兽医站资料规范。为更好的使街道兽医站的防疫
资料规范化，按照上级要求对各村20__-20__年动物防疫资料
进行了整理，做到有据可询。第四、养殖信息。每年春秋两
季上报街道政企技企联系表，并及时更新养殖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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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单一，没有优势产品和品牌优势，缺乏市场竞争力。规
模养殖场数量少力量薄弱，资金有限，经营粗放，硬件设施
不到位，没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严重制约了标准化养殖场的
发展。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在新的一年里，我街道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精神,围绕转型跨
越发展，围绕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部署和市区畜牧兽医局的
工作安排,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抓好学习型机关、文明单位的创建工作，积极开展创新
争优活动。

二、抓好转型发展，推进规模健康养殖，切实转变饲养方式。

三、落实防疫规范年的各项工作措施，全面推行疫病防控科
学化、标准化，强化卫生监管，加大食品质量安全监管。

一年来，我校始终把食品安全监管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营造全体师生安全放心的食品消费环境。

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我校成立了以王胜南校长为组长的工
作小组，并多次召开专题会议传达贯彻省、市、区食品药品
安全工作会议精神，明确了我校20__年食品安全工作目标任
务，为全年学校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奠定了基础。

加强宣传，强化意识。为提高广大师生对食品安全的意识，
我校通过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对全体同学进行食品安
全教育，强化食品安全宣传工作，增强他们的食品安全防范
意识。不仅如此，我们还对食堂和校园超市定期进行食品安
全教育，增强经营户对食品安全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提高
他们的行业自律意识。

加大管理，明确目标。督促食堂和校园超市经营户完善经营
项目的合法手续，并按照食品安全标准进行经营，排除食品
安全隐患。配合好卫生、质监、食药局等单位进行食品安全
管理的各环节执法，并提供食堂和校园超市的相关登计信息。



防疫个人工作总结报告篇四

xx年即将结束，一年以来，在中心领导及同事们的支持和帮
助下，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和领导交办的其它任务。
现将个人工作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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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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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督促所包镇做好年初中心下发的“瘦肉精”检测任务，
截止10月底完成600头生猪检测任务，无“瘦肉精”事件的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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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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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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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年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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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年动物防疫资料进
行了整理，做到有据可询。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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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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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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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疫个人工作总结报告篇五

“你好，请出示健康码、行程卡、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有没有进行信息申报？”昨天，由张家港市人社局组织
的1000名防疫临时性岗位人员顺利“上岗”，投入到港城16
个交通疫情防控查验点和1个抗原检测点防疫一线中。

交通卡口是防止疫情输入的“第一道关口”。为贯彻落实张



家港市委、市政府疫情防控决策部署，优化特殊时期人力资
源配置，将有生力量精准投放至防疫一线，实现稳保就业和
疫情防控双线并进，3月24日，张家港市人社局闻令而动，
在48小时内，将1000名防疫临时性岗位人员落实到位。

“接到任务后，我们迅速成立专班，下设用工调剂组、社会
招聘组、劳务派遣协助组、劳务外包服务组4个小组，通
过‘就在张家港’用工服务平台，发布岗位调剂信息，并点
对点联系张家港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张家港国贸酒店、张
家港方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苏州易禾新能源有限公司等单
位，了解闲置劳动力基本情况。”张家港市人社局党委委员、
市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盛宇红介绍。

通锡高速张家港东收费站是该市高速交通防控查验点之一，
当前，该收费站每天的`车流量在2500至3000辆。“我们现在
每天的查验任务比较繁重，防疫临时性岗位人员的到来会在
一定程度上减轻我们的工作压力。”张家港市交通运输综合
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赵华东介绍，收费站临时性岗位人员
主要承担两项任务，一是进行车辆查验，二是协助医护人员
进行抗原、核酸检测。

在通锡高速张家港东收费站，共有64名防疫临时性岗位人员，
全部来自张家港国贸酒店。据张家港国贸酒店常务副总经理
庞智介绍，接到任务后，酒店立即从餐厅、厨房等停岗人员
中选择身体素质较好的充实到一线岗位中，为港城疫情防控
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接下来的15天里，1000名防疫临时性岗位人员将按照四班
三运转、五班四运转的排班方式，配合各交通卡口开展风险
排查抗原检测、防疫物资对接调度、环境消杀等疫情防控工
作。

下一步，张家港市人社局将根据目前点位的工作情况，做好
防疫临时性岗位人员的跟踪管理。同时，根据疫情防控形势，



进一步优化港城劳动力的调剂工作，满足港城各类企业的实
际需求。

防疫个人工作总结报告篇六

(一)精心组织，加强领导。防疫工作开展前，县政府和农牧
局召开了春季工作防疫会议，从各个方面详细安排了动物防
疫工作。并层层签订防疫责任书，逐级落实动物防疫工作责
任制，确保了全县的免疫质量和密度。

(二)分片负责，责任到人。针对防疫期间个别乡镇站的免疫
抗体监测结果较差的结果，在认真总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追
加和细化干部职工工作完成情况考核办法;同时抽调6名业务
骨干在各乡镇蹲点，协助各乡镇站督促指导春防和二维码标
识的佩戴工作。

(三)抓好物质储备，保障春防工作有序实施。为使我县春季
动物防疫的顺利，组织储备了口蹄疫双价苗102.5万毫升，炭
疽苗30万毫升，出败苗101万毫升，羊四联苗100万头份，羊
痘苗90万头份，猪口蹄疫疫苗0.5万毫升等。为保证疫苗质量，
杜绝浪费，严格规范储藏，对暂不使用的疫苗由县站统一贮
存保管。

(四)开展培训工作，全面提高群众防疫意识。为进一步提高
动物防疫员业务素质和工作水平，于4月6日-12日，举办了为
期7天的全县动物防疫员技能培训班，主要围绕我县家畜传染
病、常见病等的预防和防治进行了理论培训，县、乡两级专
业技术人员和基层民间防疫员等共计121人参加了培训。

(五)强化各项制度，做好组织保障。严格防疫期间的各项工
作制度，要求全县干部除特殊情况外，任何人不得随意请假，
擅自离岗，无条件服从单位统一安排，并对基层乡站实行考
勤通报制，使全县兽医技术人员全身心地投入到防疫工作中，
认真扎实的完成防疫工作，有效保障了防疫期间的工作秩序



和工作效率。春防期间共动员业务人员61人,民间防疫员69人,
车辆26台，为圆满完成此项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六)上下紧密配合，加强动物及动物产品流通环节的监管力
度。为保障市场流通领域的安全运行和人体健康。联合有关
部门加大市场监管整治力度，严格对动物及动物产品的检疫
消毒和查证验物。

(七)强化监督，规范指导。为确保春防工作落到实处，县动
物疫控中心对全县五乡两镇的防疫工作进行了全面督查，及
时掌握防疫进度，了解防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反馈
意见建议。

二、工作完成情况

(一)动物疫病预防免疫情况如下：

1.家禽免疫：免疫家禽2638羽。其中禽流感1319羽;新城疫免
疫1319羽。

2.牲畜免疫：累计免疫牲畜口蹄疫67.48万头。其中羊w苗免
疫57万只;牛w苗免疫10.36万头; 猪w苗0.12万头;免疫密度
为100%。牛出败疫苗9.2万头;注射羊痘疫苗66.27万只;注射
牛a型口蹄疫疫苗1542头;注射无毒炭疽疫苗17.29万头;注射
羊四联疫苗59.88万只;注射猪三联疫苗0.12万头。

3、耳标补戴和录入：新增牲畜补戴耳标及二次免疫录入二维
码标识共314206枚，其中牛59724枚，羊254120枚，猪362枚。

(二)内外寄生虫驱虫及防疫消毒：驱虫515086头只，圈舍消
毒46300平方米。

(三)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控：根据禽流感防控工作安排，从三
月份开始各乡镇兽医站每周2次对东大滩水库、青海湖周边水



域、金沙湾、沙岛等候鸟栖息地进行巡查，同时县站也组织
人员进行不定期督查。截至目前共督查4次，巡回检查12次，
出动车辆29辆(次)出动人员48人(次)。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东
大滩水库死亡黄鸭4只，经初步诊断为正常死亡，为防止污染，
县站人员对死鸭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并要求乡镇站继续加大
巡查力度，确保我县今年不发生禽流感疫情。

(四)疫病监测情况：为及时掌握疫情动态，严防疫情的发生，
按照年初安排对规模饲养场、散养户的家畜进行监测，各种
疫病监测工作现正在进行当中。

(五)免疫信息报送情况：集中免疫期间，我站进一步完善动
物免疫信息周报制度，明确专人负责免疫信息的收集统计工
作，并于每周三上报州牧科所。

(六)疫情上报情况：每月按时上报疫情报告，为准确掌握全
县的疫情动态提供了体系保障。

(七)检疫监督情况：

1、屠宰检疫各类动物392头(只)，运输检疫羊1607只，市场
检验肉类31.37吨，检疫率及持证率均达100%。

2、认真组织开展仔猪、雏鸡引进专项整治行动，严厉地打击
擅自从省外调入和无证经营畜禽行为。到目前为止出动检
查37次;参加人员97人次;检查运载生猪车辆14辆，检查生
猪167头;检查运载家禽车辆5辆，检查家禽80羽;接到社会举
报4次，处理4次;堵回运载无检疫证明的生猪车辆3起，生
猪24头。

(八)兽药市场检查情况：根据省农牧厅《关于加大兽药市场
整治力度进一步规范兽药经营使用行为的通知》(青农
医[20__]20号)精神，会同州动物卫生监督所的人员在全县范
围内就公布的假劣兽药名单及产品展开了全面的清查，共出



动行政执法人员6人次，检查兽药经营门市部4家，动物门诊4
个，小型养殖场1个，收缴销毁假劣兽药30余盒药物价值
计484元。

三、存在的问题

1、春季家畜体质瘦弱，加之今年干旱导致弱畜因体质尚未恢
复，群众对疫苗反应得顾虑较大，根据实际情况对部分牲畜
决定注苗时间适当延缓，以免挫伤群众防疫积极性，影响了
春防进度。

2、由于耳标掉标现象严重，有些牧民群众只愿意给牲畜注射
疫苗，而不愿意给牲畜佩戴二维码标识，致使我县的动物追
溯体系建设工作滞缓。

3、虽然应激死亡为少数牲畜，但由于其补偿经费数额有限，
造成牧户对防疫工作有一定的抵触情绪，给防疫工作带来了
负面影响。

4、防疫经费紧缺，影响防疫质量。

5、个别乡站业务人员少，导致防疫进度缓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