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卫生监督所总结报告 动物卫生监督
所工作总结(精选7篇)

在现在社会，报告的用途越来越大，要注意报告在写作时具
有一定的格式。优秀的报告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
么写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
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动物卫生监督所总结报告篇一

县农牧局：

一年来，在上级部门的正确领导和指引下，我所全面贯彻落
实中、省、市、县农业工作会议精神，以“三为”主题实践
活动为载体，以创建“人民满意基层站所”为抓手，紧紧围
绕畜产品安全生产这条主线，不断加强动物检疫和畜牧投入
品监管，确保全县无一例畜产品安全事件发生，圆满完成
了2011年的各项工作任务。现将全年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为进一步增强干部职工责任意识，丰富业务理论知识，提升
服务能力，树立良好执法形象，今年我所结合“三为”主题
实践活动和执法整治工作，充分利用报刊、网络、例会、培
训等各种平台深入学习中、省、市相关会议精神和《食品安
全法》、《动物防疫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等政策法
规和业务知识，共开辟学习园地2期，写心得体会38份，自查
报告19份，人均记学习笔记一万余字。同时，以“省市培训
活动”、“检疫大比武”和“县域交流”为契机，不断汲取
新的业务理论知识和兄弟县好的工作经验和做法，努力提高
干部队伍为民服务本领。通过各方面的学习提高，我所的工
作作风更加务实，大家的业务素质和服务意识有很大提高，
事务办理更加高效，树立起了动物卫生监督执法队伍爱岗敬
业、依法行政的良好形象，得到广大养殖户和经营户的一致
好评。



面对当前畜产品市场交易活跃，牲畜流通频繁、动物疫情频
发的现状，我所及时成立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领导小组，
就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全方位专项整治，为确保全县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奠定坚实基础。

1、产地检疫。产地检疫是动物检疫工作的基础，是防止疫病
蔓延、传播的基本措施，是百姓餐桌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今
年，我所根据《动物防疫法》和省市文件精神要求，重点做
了以下四方面工作：一是根据我县地域情况，在全县12个镇
设立了36个检疫报检点，实行24小时报检制度，接到群众报
检，即刻派检疫员到场到户实施检疫，方便群众报检的同时
也提高了他们报检的自觉性。同时经过对我县实际情况的调
查研究，我所提出了未来三年在全县建设48个报检点的长远
规划。二是延续“签约式”管理，即以农牧局名义与各镇兽
医站签订《产地检疫目标责任书》，明确责任，努力把疫病
控制在源头，消灭在源头。三是制定了《基层兽医站（报检
点）动物检疫管理办法》，为各报检点及规模养殖场（户）
建立完善了消毒、报检、无害化处理等制度并上墙公示。四
是与规模养殖场（户）签订《无“瘦肉精”承诺书》，树立
其规范用药用料意识，并对规模场（户）的动物防疫、用药
用料、养殖档案以及饲料存放间进行突击检查，杜绝了违禁
药物和添加剂的使用行为，确保了畜产品质量安全可靠。一
年来，共开展猪、牛、羊产地检疫20000余头，禽产地检
疫30000余羽。

2、屠宰检疫。屠宰检疫是动物检疫的关键环节，也是百姓餐

桌安全的第二道防线。为了抓好此项工作，不让问题肉品流
入市场，我所强化过程管理，完善推行进场动物屠宰申报制
度和准入追溯制度。驻场检疫人员坚守工作岗位，严把畜禽
进场关，严格 “瘦肉精”抽检及登记工作，认真检疫，有宰
必检，有检必严，有疫必报，做到秉公执法，不徇私情，全
力确保上市肉品安全放心。今年全年共屠宰检疫生猪8000余
头，检出病害猪1头，已作无害化处理，屠宰检疫率、票证出



具率、检疫合格证持有率、无害化处理率均达到100%。

1．加强防疫监督工作，全面完成防疫监督各项工作任务

为进一步加强口蹄疫、禽流感、猪蓝耳病等人畜共患病和重
大动物疫病的防控监督，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在春秋两
季，我们对各镇区动物免疫耳标的佩挂、疫苗保存及使用、
免疫工作是否落实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及时掌握防疫情况
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同时定期对全县的规模养殖场
（户）、屠宰场等场所的防疫条件进行全面审查，对不符合
条件的督促其整改，有效防范了动物疫病的发生，保障了畜
牧业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肉食品质量安全。

药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专项整治要求，精心安排部署，制定新
的实施方案，重点对经营人员的从业资格、制度上墙、台账
设立、产品质量、进货发票等方面进行严格检查，严厉查处
经营假冒伪劣兽药饲料违法行为，并要求各经营门店要严把
兽药饲料进货关，及时建立购进、销售及过期产品处理台账。
同时，根据《兽用生物制品经营管理办法》的要求，凡向我
县推销兽用生物制品的企业，经销商必须提供《兽药经营许
可证》及代理合同等原件。2011年，我所共出动执法人员260
人次，出动车辆45台次，开展兽药经营企业的摸底调查2次，
兽药专项监督检查4次，突击抽查3次，共查获过期兽药21个
品种，112包、13盒，货值1199元。

为进一步做好兽药gsp认证宣传工作，我所通过组装宣传车辆、
印发宣传资料等方式使广大兽药经营企业充分认识到实施兽
药gsp认证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督察指导他们严格按
照gsp的标准实施改造。

5月份，为进一步加强兽医诊疗行为的监督管理，我所对我县
执业兽医人员进行了摸底排查，对那些无执业兽医资格的人
员，及时敦促他们参加执业资格报名考试。



3.加强对生鲜乳收购站（点）的日常监督管理，确保生鲜乳
质量安全

一是加强生鲜乳收购站监管责任人落实，我所与6个奶站分别
签订了《生鲜乳收购质量保证合同》，并要求各站缴纳2000
元保证金，年终如无安全违规事件发生，则全额退回。

动物卫生监督所总结报告篇二

2013年，我站动物防疫工作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上
级业务部门的关心、支持下，在全站职工和村级防疫员的共
同努力下，坚持“预防为主，防治接合”的方针，认真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落实市局有关会议、文件
精神，搞好以口蹄疫、禽流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
狂犬病等为重点的动物疫病防治工作，较好的完成了重大动
物疫病防控工作的任务，现总结如下：

一、动物防疫工作

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社会稳定，事
关畜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我站要求全站职工和村级防疫员
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把防控动物疫病作为当前重要
工作抓好，根据各村具体情况，及时查找防疫漏洞，采取综
合防控措施，真正把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有效地防范重大动
物疫病的发生。

（一）预防注射

这次的预防注射工作，采取以集中注射，各村同时进行的方
式，到目前已全面完成防疫任务。其中口蹄疫免疫（猪、牛、
羊）2.9万头次，密度100%；猪瘟2.495万头次，密度99.8%；
蓝耳病免疫2.475万头次，密度99%；禽流感免疫30万羽次，
免疫密度100%；狂犬病注射0.3万只。



（二）采取的措施

根据《xx市重大动物疫病防治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切实做
好2013年春（秋）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通知》精神以
及市局重大动物疫病防疫工作会议的要求，结合我镇实际，
及时向镇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回报，镇政府主要领导非
常重视，责成分管领导亲自指挥，成立了由镇长任指挥的重
大动物疫病防控指挥部，并制定了防疫预案和文件下发到各
村。对我镇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作了周密的安排部署，并
采取了以下措施：

1、强化培训

为确保我镇各项防疫工作落到实处，对全镇83个村的防疫员
进行了集中培训，重点是疫苗的使用和保存、注意事项、注
射技术要点的掌握、各类畜禽传染病的主要症状和病变、畜
禽普查表格的填写。并给村级防疫员下达了防疫任务和完成
时间，在工作中对村级动物防疫员严格考核，实行绩效挂钩、
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

2、加强领导

工作中，镇明确一位分管领导领导具体抓动物防疫工作，每
村指定1名村干部带队参与宣传，并督促、指导免疫注射、建
档及挂标工作，乡镇技术干部分片指导。

3、落实责任

镇畜牧兽医站与村级防疫员签订目标责任书，确保各项工作
任务目标的落实。

动物卫生监督所总结报告篇三

20xx年度霍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在农牧林业局、兽医局的正确



领导下，在上级业务部门的支持下，认真贯彻落实《动物防
疫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保障动物
产品安全为己任，强化监督执法，完善动物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长效机制，确保百姓食肉安全。结合我市实际情况，认真
开展了动物产地检疫、屠宰检疫、运输检疫，加强兽药gsp宣
传培训工作，全面开展“瘦肉精”检测工作。圆满完成了上
级业务部门和局机关下达的各项任务指标，总结一年来的工
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根据上级业务部门的统一按排部署，要求出栏动物产地检疫
率达到100%，全年我市共有2万头只牲畜经产地检疫后出栏，
超额完成了通辽市农牧局下达的任务指标。

肉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广大市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动
物卫生监督所为把好这一关配备了业务素质水平高，责任心
强的检疫员驻场实施同步检疫，对无证或证物不符的依法进
行补检，绝不允许有病的生猪进入屠宰场宰杀，绝不允许病
害肉流入市场销售从根本上杜绝了不合格肉上市，确保了百
姓食肉安全。今年我市共有2个生猪定点屠宰场、1个活牛定
点屠宰场、3个活羊屠宰加工场，全年共屠宰生猪0.9万口，
检出病害猪1口并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屠宰活牛0.18万头，屠
宰加工活羊1.8万头。

加强兽药gsp宣传培训工作促进畜牧业发展，认真贯彻《兽药
管理条例》、《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内蒙古自治区
兽药管理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实施细则》等上级文件精神，全
面落实《内蒙古自治区兽药管理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实施细
则》。严格按照《兽药管理制度》进行经营管理，不得经营
假、劣兽药和兽用生物制品，并要建立健全兽药购销记录，
完善兽药经营单位管理档案。对全市兽药经营单位进行不定
期抽检，维护依法经营环境通过此项专项检查，净化兽药市
场，保护养殖户利益，维护公共卫生安全，规范兽药市场经
营秩序。



我所专派2名检疫人员对市场严格监管，控制各个商户进货渠
道，绝不允许封锁疫区内的禽类产品流入我市损坏消费者利
益。年内我所为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与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多次
配合检查农贸市场，对未经检疫的畜禽类产品进行了没收销
毁处理，共集中销毁禽类产品50余公斤，货值1000余元，劣
质羊肉40公斤，货值20xx0余元。为防止动物疫病传入我市，
从源头上保证上市禽类产品质量安全，维护消费者的切身利
益，净化禽类产品市场环境做出了积极贡献。

继续认真开展动物产地检疫工作争取完成上级任务指标，加
强屠宰检疫、运输检疫、市场检疫的监管力度。加强兽药gsp
宣传培训工作，在3月1日前配合通辽药监所完成我市兽药经
营场所的兽药gsp验收。加强“瘦肉精”检测工作，严禁含
有“瘦肉精”猪、牛肉流入市场销售。对动物饲养场监管加
大力度，防止动物疫病传播。

回顾一年来的工作，我们虽然做出了一点点成绩，但离上级
对检疫监督执法管理工作的要求相差的还很远，做得还很不
够，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还会更加努力，开拓创新，认真
完成各项任务，为开创我市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新局面而努
力奋斗。

动物卫生监督所总结报告篇四

在省业务主管部门和市畜牧兽医局的正确领导和指导下，市
动物卫生监督所继续推行“四三”工作模式，继续开展“十
有”建设，继续围绕局党组提出的“规范、达标、提高”的
总体要求，求实创新，科学谋划，不断强化监督职责，不断
规范执法程序，不断提高队伍素质，基本实现了年初各项业
务工作的预期目标。

一、基本情况



据统计，截止6月10日全市共产地地检疫生猪50.37万头，牛
羊2.8万头；定点屠宰生猪8.35万头，牛羊1.48万头，审核办理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55份，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3份，
开展规模养殖企业“双认证”换、办证6家，受理兽药经营企
业gsp认证申请19户；设立动物产地检疫申报点6个；举办各
类动物检疫员、动物繁殖员、内检员等培训班6个，培训各类
人员450余人；开展兽药市场整顿、瘦肉精检测等集中专项整
治活动5次；抽样送省及自主检测共1065批次；立案查处各类
畜牧兽医违纪违规案件4起；出色完成市委政府、市局“三
万”活动、“双创”活动等其它各项中心工作任务。

二、主要业务工作

(一)定计划，确立全年业务工作目标

年初，经监督所支部和全体干部职工会议讨论，按照省动物
卫生监督目标管理责任书及市局工作要求，制定了《二o一一
年动物卫生监督工作要点》，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创新工作
机制，突出监管重点，提出“五化八抓”的工作目标，即：
产检申报网络化、屠宰检疫程序化、票费管理制度化、执法
监督规范化、学习培训考试考核经常化；抓“十有”建设，
提高动物科技水平；抓产地检疫网络建设，提升产检申报比
例；抓屠宰检疫规范，提升检疫质量水平；抓执法程序规范，
提高依法执检能力；抓检疫人员职责规范，严格执行“十不
准”规定；抓监督稽查方案制定，提升防疫监督质量；抓执
法队伍建设，提升从业人员素质；抓制度效能建设，提升部
门良好形象。

(二)强根本，巩固动物检疫监督基础

1、继续签订目标管理责任状。年初分别与各乡镇畜牧服务中
心、防检分站签定饲料兽药、防疫检疫、畜产品安全等监管
责任状，各经营单位法人代表为畜产品安全第一责任人，要
求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把动物卫生监督工作、责任落到实



处；与全市各规模养殖企业、重点经营户、重点经营场所签
定畜产品安全工作责任状，并提出“三重”监管必须达到抽
样抽检率100%、检测合格率100%的目标要求；与单位干部职
工签定年度工作目标责任状，按照省局及相关部门要求，将
动物卫生监督工作任务量化，责任到人，做到谁分管谁负责，
任务完成情况与年终考核挂钩。

2、切实规范屠宰检疫程序。强调各定点屠宰场“严把三关，
搞好四项登记”，严格执行“四不准，一处理”的规定；同
时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由市畜牧执法大队负责查处无证经
营、偷逃检疫、病害肉品交易、白条肉上市等违法行为以及
检疫人员违反“十不准”规定的行为，最大限度地遏制病死
畜禽及其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和消费市场，夯实“放心肉”工
程基石。

3、强化畜产品安全监管模式。一是规范监督行为：对所有饲
料兽药经营户实行年度登记备案制度；要求所有相关经营
户“十有五上墙”；向社会公布监督举报箱电话并实施产品
责任事件追溯制度。二是强化执法检查：坚持深入开展“周
查月检”的定期巡查制度；坚持送省检测与自主检测相结合
的抽样检查制度；坚持从严监管重点区域、重点经营户、重
要经营场所的重点督查制度。三是加大立案查处力度：到目
前为止，已立案查处逃避检疫、无证经营、销售假劣饲料兽
药等违法行为4起。

在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上，上半年主要立足于“3·15”双汇
瘦肉精事件后我市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现状：成立了整治领
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制定了瘦肉精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召开
了全市乡镇站长、规模养殖场瘦肉精专项整治会议，对全
市50头以上养殖场户实行了地毯式抽样检测，并在产地检疫
中实行了检疫员“一岗双责”式的瘦肉精快速检测检疫模式，
将全市瘦肉精专项整治工作常态化、规范化。

殖企业落实完善“十有”建设条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三)求突破，建设产检申报示范点

2012年上半年，我们主抓了6个报检点的规范建点工作，做
到“四个统一，四个落实”，即：统一报检标志、统一着装
持证上岗、统一服务流程、统一收费标准；落实站点、落实
人员、落实职责、落实奖惩。在建点工作中，我们按照市局
党组的要求，克服人员调配难、专项经费不足、检疫执法装
备不齐等多重困难，多次召开动员会、协调会、碰头会和现
场会，着力解决申报点建设中的人员配备、统一着装、规范
管理、票证使用、经济指标、奖惩措施等主要难点，同时对
报检点实行了统一外部装修，配齐办公桌椅、床铺、饮水机、
电风扇等设施，为驻点人员创造了比较好的办公环境。周局
长、潘局长等局党组成员多次亲临申报点视察和指导工作，
协调各方关系，为报检点的顺利建设和正常启动给予了强有
力的支持。

在建好取检点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完善产地检疫网络。我
市产地检疫按照《湖北省动物检疫申报管理办法》的要求，
以全市各大中心屠宰场、集贸市场、交易市场、牲畜调运集
中点等为基础，在建设申报点的基础上，设立“平原、丘陵、
滨湖”3个产地检疫稽查联动片，实行沿以荷沙线、牛张线、
皂毛线等交通主干线为依托的产地检疫联动机制，形成
了“市、乡、村”三级、“点、线、面”一体的产地检疫网
络，并严格执行“三个必须，三个严禁”的产地检疫规定，
确保产地检疫工作“全天候、全覆盖、全过程”有序开展，
确保规模养殖场产地检疫率达到100%，散养户报检率常年保
持在95%左右。

(四)抓培训，提升牧医队伍整体素质

一是开展全市检疫人员培训。四月份，我们集中利用一个月
的时间，采取分片开展学习培训的方式，对全市各乡镇防检
人员在业务上、政策上、思想上予以了培训、整训，重在提
高现有检疫人员政治素养、提升政策能力和业务水平。



二是开展申报点驻点人员集中学习培训。为了确保申报点各
项工作有序推进，我们对选派的驻点人员组织进行了为期2周
的全方位学习培训：包括服务流程、收费标准、票证填写、
检疫程序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确保申报点工作能够落
地生根。

三是开展动物繁殖员培训。按照《种畜禽管理条例》以及省、
市农民培训阳光工程的要求，我们从3月11日至4月4日分三期
对全市近400名较大规模养殖户的主要技术人员进行了动物繁
殖技术的培训，通过每期7天的集中学习培训，极大地提高了
我市各乡镇畜牧兽医从业人员的防、繁、管、治、改、检等
方面的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

三、其他中心工作

一是“三万”活动。根据市委、市政府在全市开展“万名干
部进万村入万户”活动的统一部署，在局党组的统一领导指
挥下，选派得力精干的同志组成“三万”活动驻村工作组，
从3月25日开始，自带被褥行李、自带生活用具、自带工作经
费，深入麻洋镇白桥、七屋、邱湾三个村开展工作，共入户
调查走访群众853户，联系外出人员267户，入户调查走访
率100%；共组织召开村两委会、村民代表座谈会8次，共收集
群众反映反馈各类意见和建议274条次；积极与镇委政府及相
关职能部门交涉解决当前困扰“三农”的水、电、路、旱等
具体事项6次，圆满完成了市委政府和市局下达的“三万”活
动工作目标任务。

二是“双创”活动。按照市委政府“创优良工作作风、创优
良发展环境”活动的要求和市畜牧兽医局的整体部署，结
合“创先争优”活动和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等活动，
我们坚持以“两整”为基础，以学习为载体，以落实全年各
项工作要点为目标，以打造一支“政治(大学生个人简历网)
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纪律严明”的畜牧兽医执法队
伍为根本，把“双创”活动与动物卫生监督日常工作紧密联



系，有机结合，积极开展了“周一学习日”活动以加强学风；
制定完善了各项相关制度以端正作风；规范业务办理流程以
提高办事效率；公示公布了监督举报电话以提升服务质量。
半年来，监督所干部职工用行动诠释了“双创”活动的'精神
实质，用“双创”活动促进了各项业务工作的开展。

三是“结对帮扶”活动。2012年元月25日，按照市委政
府“城乡互联、结对共建”活动的要求和市局统一安排，春
节前再次深入石河镇唐店村，走访慰问困难群众15户，共送
去慰问金5000元；与村委会一班人进行了座谈，总结了共建
工作的成绩，展望和规划了2012年共建工作的具体事项，力
争以最优的工作举措迎接全省“互联共建”的审核验收。

四、存在问题及下半年工作思路

一是全市检疫监督体制不顺，上下没有形成合力。

二是监督执法装备不齐，没有形成快速反应能力。

三是畜牧行政执法不严，没有形成强大威慑力。

针对存在问题，下半年要在各项业务工作强基固本的基础上，
着力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提高队伍素质。要通过学习培训，大幅度的提高在岗人
员综合素质和执法队伍整体素质，充分发挥干部群众的主观
能动性，做到人尽其才，人尽其力。同时要尽可能理顺全市
检疫管理体制，做到管得住、调得动、做得好，形成全市一
盘棋、上下一条心的检疫监督格局。

二是加强执法装备建设。作为监督执法必要装备和检疫申报、
检疫监督快速反应必不可少的工具，必须尽快解决加配检疫
申报专车的问题。



三是完善工作责任制。要通过建立奖惩机制和实行多劳多得
的原则，对工作积极主动、办事能力强、效率高、效果好的
干部职工给予一定的物资和精神奖励，要运用经济杠杆，调
动全所上下的工作积极性，共同把动物卫生监督事业开创好、
发展好、巩固好。

动物卫生监督所总结报告篇五

严格贯彻《生猪产地检疫规程》、《生猪屠宰检疫规程》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119号》以及防控非洲猪
瘟各项规定措施，进一步做好非洲猪瘟检疫监管工作。一是
按照上级要求在举办检疫规程和非洲猪瘟检测技术培训班，
提升了生猪产地检疫和屠宰检疫，非洲猪瘟检测技术，为保
障生猪产品质量安全，奠定了扎实基础。二是规范x个生猪定
点屠宰厂非洲猪瘟检测实验室建设，定期对生猪屠宰企业进
行飞行检查。生猪屠宰企业均按照“批批检、全覆盖”的原
则开展了非洲猪瘟自检工作，截止目前未发现非洲猪瘟检测
阳性。三是做好生猪运输车辆登记备案工作，督促生猪运输
人做好生猪运输车辆的消毒管理工作，严格监管生猪运输车
辆。四是严格各个环节消毒措施。

一是强化猪、牛、羊出栏检测比例，严格按照规定2%抽检合
格后出具《检疫合格证明》；二是接到养殖场户“申报检
疫”后，由监管人员到场到户按照“产地检疫操作规程”对
出栏畜禽进行检疫，合格的出据检疫证明，不合格的监督养
殖场户进行无害化处理；三是做好产地检疫工作记录。四是
利用电视广播，印发宣传册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产地检疫的
重要意义，提高产地检验率。

狠抓生猪屠宰的七个关键环节，确保了上市肉品的质量安全。
一是把好生猪入场查证、查标和检查关，证物相符，健康无
疫的才准入场；二是监督屠宰场做好“瘦肉精”自检，进场
生猪必须先由场方进行“瘦肉精”自检，自检合格后出



据“瘦肉精”自检报告单，接受场方屠宰申报；三是认真做
好宰前检疫，按照检疫程序逐项进行检查，合格的出据“准
宰通知书”准予屠宰，不合格的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四是
认真做好宰后检疫，按照屠宰检疫操作规程，实行现场同步
检疫，同时做好寄生虫检验工作；五是严格按照规定比例，
抽取屠宰生猪膀胱尿液进行“瘦肉精”检测，并做好检测记
录，六是对检疫合格的猪肉加盖验讫印章，出据检疫证明，
对检疫不合格的肉品监督屠宰场按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工作；
七是做好各环节的相关记录。

在全县xx高速公路出入口设立非洲猪瘟防控检查站，24小时
值守，严格按照“公路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管理办法”，对
过往检查站运输畜禽及其产品的车辆进行检查、消毒；二是
严格按照规定配制消毒药品并认真做好记录；三是检查站上
岗人员要着装整洁，佩戴上岗证；四是继续实行所班子成员
带班制度，严格实行岗位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五是严禁
超范围检查车辆，严禁乱罚款，严禁在检查站对过往畜禽及
其产品进行任何形式收费。20xx年没有出现公路“三乱”现象。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对养殖场发放各类告知书xx多份，签订
承诺书xx多份，发放主体责任书xx多份；二是完成全年 “瘦
肉精”抽检计划。截止目前全县共抽检猪、牛、羊养殖场xx
多个，共抽取样品xx多份，其中监督抽检xx份，检测结果均
为阴性；屠宰环节瘦肉精定性检测样品xx多个，其中监督抽
检xx份，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全县没有出现一起“瘦肉精”
事件。

一是加强全县设立的病死猪收贮站的管理，定期开展培训、
定期进行检查，要求各收集点要严格按动物防疫法的要求认
真做好病死猪的收集、贮存、消毒工作。二是加强对病死畜
禽无害化处理中心的监管工作。签订承诺书送达告知书，每
次处理病死畜禽时要提前申报，由动监所派出两名以上官方
兽医到场实地监督处理，严格按处理规范进行操作，并做好



个人防护。截止目前共处理病死猪xx多头，病死畜禽类xx多
只，为全县畜牧业发展和动物防疫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动物卫生监督所总结报告篇六

1.发扬传统美德，倡导时代精神。

2.社会动员，全民参与，除害防病，广泛开展第十九个爱国
卫生月活动。

3.讲文明，讲卫生，讲科学，树新风。

4.人人动手，整治环境，关注健康，美化环境。

5.开展健康教育，普及卫生知识。

6.打造碧水蓝天生态宜居城市，建设文明卫生和谐魅力巴中。

7.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人人有责，人人受益!

8.安居天津我们是一家，清洁环境不分你我他!

9.关爱城市家园，倡导品位人生!

10.摈弃陋习，崇尚文明!

11.西安是我家，整洁靠大家!

12.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3.搞好城市公共卫生，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14.手拉手，心连心，共建文明新西安!

15.让我们共同营造洁静的生活空间!



动物卫生监督所总结报告篇七

20xx年上半年，在省业务主管部门和市畜牧兽医局的正确领
导和指导下，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继续推行“四三”工作模式，
继续开展“十有”建设，继续围绕局党组提出的“规范、达
标、提高”的总体要求，求实创新，科学谋划，不断强化监
督职责，不断规范执法程序，不断提高队伍素质，基本实现
了年初各项业务工作的预期目标。

据统计，截止6月10日全市共产地地检疫生猪50.37万头，牛
羊2.8万头;定点屠宰生猪8.35万头，牛羊1.48万头，审核办理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55份，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3份，
开展规模养殖企业“双认证”换、办证6家，受理兽药经营企
业gsp认证申请19户;设立动物产地检疫申报点6个;举办各类
动物检疫员、动物繁殖员、内检员等培训班6个，培训各类人
员450余人;开展兽药市场整顿、瘦肉精检测等集中专项整治
活动5次;抽样送省及自主检测共1065批次;立案查处各类畜牧
兽医违纪违规案件4起;出色完成市委政府、市局“三万”活
动、“双创”活动等其它各项中心工作任务。

(一)定计划，确立全年业务工作目标

年初，经监督所支部和全体干部职工会议讨论，按照省动物
卫生监督目标管理责任书及市局工作要求，制定了《二o一一
年动物卫生监督工作要点》，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创新工作
机制，突出监管重点，提出“五化八抓”的工作目标，即：
产检申报网络化、屠宰检疫程序化、票费管理制度化、执法
监督规范化、学习培训考试考核经常化;抓“十有”建设，提
高动物科技水平;抓产地检疫网络建设，提升产检申报比例;
抓屠宰检疫规范，提升检疫质量水平;抓执法程序规范，提高
依法执检能力;抓检疫人员职责规范，严格执行“十不准”规
定;抓监督稽查方案制定，提升防疫监督质量;抓执法队伍建
设，提升从业人员素质;抓制度效能建设，提升部门良好形象。



(二)强根本，巩固动物检疫监督基础

1、继续签订目标管理责任状。年初分别与各乡镇畜牧服务中
心、防检分站签定饲料兽药、防疫检疫、畜产品安全等监管
责任状，各经营单位法人代表为畜产品安全第一责任人，要
求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把动物卫生监督工作、责任落到实
处;与全市各规模养殖企业、重点经营户、重点经营场所签定
畜产品安全工作责任状，并提出“三重”(即：重点经营户、
重要养殖场、重点经营场所)监管必须达到抽样抽检率100%、
检测合格率100%的目标要求;与单位干部职工签定年度工作目
标责任状，按照省局及相关部门要求，将动物卫生监督工作
任务量化，责任到人，做到谁分管谁负责，任务完成情况与
年终考核挂钩。

2、切实规范屠宰检疫程序。强调各定点屠宰场“严把三关，
搞好四项登记”，严格执行“四不准，一处理”的规定;同时
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由市畜牧执法大队负责查处无证经营、
偷逃检疫、病害肉品交易、白条肉上市等违法行为以及检疫
人员违反“十不准”规定的行为，最大限度地遏制病死畜禽
及其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和消费市场，夯实“放心肉”工程基
石。

3、强化畜产品安全监管模式。一是规范监督行为：对所有饲
料兽药经营户实行年度登记备案制度;要求所有相关经营
户“十有五上墙”;向社会公布监督举报信箱电话并实施产品
责任事件追溯制度。二是强化执法检查：坚持深入开展“周
查月检”的定期巡查制度;坚持送省检测与自主检测相结合的
抽样检查制度;坚持从严监管重点区域、重点经营户、重要经
营场所的重点督查制度。三是加大立案查处力度：到目前为
止，已立案查处逃避检疫、无证经营、销售假劣饲料兽药等
违法行为4起。

在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上，上半年主要立足于“3·15”双汇
瘦肉精事件后我市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现状：成立了整治领



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制定了瘦肉精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召开
了全市乡镇站长、规模养殖场瘦肉精专项整治会议，对全
市50头以上养殖场户实行了地毯式抽样检测，并在产地检疫
中实行了检疫员“一岗双责”式的瘦肉精快速检测检疫模式，
将全市瘦肉精专项整治工作常态化、规范化。

4、巩固“十有”建设成果。一是检疫室“十有”建设。为了
提高检疫质量，促进程序检疫，2、4、6月份先后3次组织专
班督导、检查检疫室“十有”建设情况和屠宰检疫开展情况。
二是饲料“十有”建设。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以及
《湖北省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办法》等文件精神，我们在
先期印发《饲料“十有”建设的通知》200多份到全市所有饲
料兽药生产、经营户的基础上，以中心城区经营户为重点，
全力推行饲料经营“十有”。三是推行兽药gsp认证工作。到
目前为止，已经实现了中心城区绝大多数兽药经营门店
的“十有”规范。4月25日，在全省兽药质量规范现场会后，
我们组织城区26家兽药经营户赴潜江现场观摩;4月28日，召
开全市兽药gsp认证推进会，为全市兽药经营企业gsp认证工
作的顺利开展和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四是推行规模养殖
场防疫条件“十有”工作。规模养殖是我市畜牧生产的重头
戏，我们要求所有规模养殖场防疫条件必须具备“十
有”，20xx年上半年，我们与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畜牧技
术推广站结合，监督和指导相关养殖企业落实完善“十有”
建设条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三)求突破，建设产检申报示范点

20xx年上半年，我们主抓了6个报检点的规范建点工作，做
到“四个统一，四个落实”，即：统一报检标志、统一着装
持证上岗、统一服务流程、统一收费标准;落实站点、落实人
员、落实职责、落实奖惩。在建点工作中，我们按照市局党
组的要求，克服人员调配难、专项经费不足、检疫执法装备
不齐等多重困难，多次召开动员会、协调会、碰头会和现场



会，着力解决申报点建设中的人员配备、统一着装、规范管
理、票证使用、经济指标、奖惩措施等主要难点，同时对报
检点实行了统一外部装修，配齐办公桌椅、床铺、饮水机、
电风扇等设施，为驻点人员创造了比较好的办公环境。周局
长、潘局长等局党组成员多次亲临申报点视察和指导工作，
协调各方关系，为报检点的顺利建设和正常启动给予了强有
力的支持。

在建好取检点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完善产地检疫网络。我
市产地检疫按照《湖北省动物检疫申报管理办法》的要求，
以全市各大中心屠宰场、集贸市场、交易市场、牲畜调运集
中点等为基础，在建设申报点的基础上，设立“平原、丘陵、
滨湖”3个产地检疫稽查联动片，实行沿以荷沙线、牛张线、
皂毛线等交通主干线为依托的产地检疫联动机制，形成
了“市、乡、村”三级、“点、线、面”一体的产地检疫网
络，并严格执行“三个必须，三个严禁”的产地检疫规定，
确保产地检疫工作“全天候、全覆盖、全过程”有序开展，
确保规模养殖场产地检疫率达到100%，散养户报检率常年保
持在95%左右。

(四)抓培训，提升牧医队伍整体素质

一是开展全市检疫人员培训。四月份，我们集中利用一个月
的时间，采取分片开展学习培训的方式，对全市各乡镇防检
人员在业务上、政策上、思想上予以了培训、整训，重在提
高现有检疫人员政治素养、提升政策能力和业务水平。

二是开展申报点驻点人员集中学习培训。为了确保申报点各
项工作有序推进，我们对选派的驻点人员组织进行了为期2周
的全方位学习培训：包括服务流程、收费标准、票证填写、
检疫程序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确保申报点工作能够落
地生根。

三是开展动物繁殖员培训。按照《种畜禽管理条例》以及省、



市农民培训阳光工程的要求，我们从3月11日至4月4日分三期
对全市近400名较大规模养殖户的'主要技术人员进行了动物
繁殖技术的培训，通过每期7天的集中学习培训，极大地提高
了我市各乡镇畜牧兽医从业人员的防、繁、管、治、改、检
等方面的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

一是“三万”活动。根据市委、市政府在全市开展“万名干
部进万村入万户”活动的统一部署，在局党组的统一领导指
挥下，选派得力精干的同志组成“三万”活动驻村工作组，
从3月25日开始，自带被褥行李、自带生活用具、自带工作经
费，深入麻洋镇白桥、七屋、邱湾三个村开展工作，共入户
调查走访群众853户，联系外出人员267户，入户调查走访
率100%;共组织召开村两委会、村民代表座谈会8次，共收集
群众反映反馈各类意见和建议274条次;积极与镇委政府及相
关职能部门交涉解决当前困扰“三农”的水、电、路、旱等
具体事项6次，圆满完成了市委政府和市局下达的“三万”活
动工作目标任务。

二是“双创”活动。按照市委政府“创优良工作作风、创优
良发展环境”活动的要求和市畜牧兽医局的整体部署，结
合“创先争优”活动和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等活动，
我们坚持以“两整”为基础，以学习为载体，以落实全年各
项工作要点为目标，以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
风优良、纪律严明”的畜牧兽医执法队伍为根本，把“双
创”活动与动物卫生监督日常工作紧密联系，有机结合，积
极开展了“周一学习日”活动以加强学风;制定完善了各项相
关制度以端正作风;规范业务办理流程以提高办事效率;公示
公布了监督举报电话以提升服务质量。半年来，监督所干部
职工用行动诠释了“双创”活动的精神实质，用“双创”活
动促进了各项业务工作的开展。

三是“结对帮扶”活动。20xx年元月25日，按照市委政府“城
乡互联、结对共建”活动的要求和市局统一安排，春节前再
次深入石河镇唐店村，走访慰问困难群众15户，共送去慰问



金5000元;与村委会一班人进行了座谈，总结了共建工作的成
绩，展望和规划了20xx年共建工作的具体事项，力争以最优
的工作举措迎接全省“互联共建”的审核验收。

一是全市检疫监督体制不顺，上下没有形成合力。

二是监督执法装备不齐，没有形成快速反应能力。

三是畜牧行政执法不严，没有形成强大威慑力。

针对存在问题，下半年要在各项业务工作强基固本的基础上，
着力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提高队伍素质。要通过学习培训，大幅度的提高在岗人
员综合素质和执法队伍整体素质，充分发挥干部群众的主观
能动性，做到人尽其才，人尽其力。同时要尽可能理顺全市
检疫管理体制，做到管得住、调得动、做得好，形成全市一
盘棋、上下一条心的检疫监督格局。

二是加强执法装备建设。作为监督执法必要装备和检疫申报、
检疫监督快速反应必不可少的工具，必须尽快解决加配检疫
申报专车的问题。

三是完善工作责任制。要通过建立奖惩机制和实行多劳多得
的原则，对工作积极主动、办事能力强、效率高、效果好的
干部职工给予一定的物资和精神奖励，要运用经济杠杆，调
动全所上下的工作积极性，共同把动物卫生监督事业开创好、
发展好、巩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