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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为畜牧业发展注入动力,动物检疫是畜牧业稳定发展的重要环节,动物的

健康状况将直接影响公共卫生安全。然而,在实际动物检疫工作中,存在诸多问题,需要相关人员加以重

视。文章从基层畜牧兽医工作中动物检疫常见问题、检疫工作改进策略两个方面展开系统阐述与讨论,

旨在营造健康友好的畜牧养殖环境,提高养殖户经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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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economic level has injected momentum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animal quarantine is an important link for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The health status of animals will directly affect public health and safety. However, in actual animal quarantine 

work,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taken seriously by relevant personnel. The article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and discusses the common problems of animal quarantine in grassroots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work, as well as improvement strategies for quarantine work, aiming to create a healthy and friendly 

animal husbandry environment and improve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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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步入新时代,人们的生活水平逐年提升,对食物的品质提出

更高的要求,做好动物检疫工作,能够防控动物疫病传播,避免

带病动物流入食品市场,保障畜产品安全。基层畜牧兽医工作人

员走在动物检疫的“最前线”,针对当前动物检疫中的常见问题,

相关人员应从宣传教育、人才培训、优化设备、责任监督等方

面入手,为畜牧业发展扫平障碍。 

1 基层畜牧兽医工作中动物检疫常见问题 

1.1养殖户的检疫意识薄弱,检疫宣传效果不佳 

养殖户检疫意识薄弱,是动物检疫工作无法正常开展的重

要原因,由于检疫收费,部分养殖户认为参与检疫会增加额外的

资金支出,降低收益。检疫需要时间,与牲畜交易时间冲突,可能

会带来一系列麻烦。在错误的检疫理念下,养殖户出现不配合检

疫人员工作的情况,更有甚者为了躲避检疫,从非法渠道获得检

疫合格证明,大大增加了畜牧养殖风险,提高了公共卫生安全隐

患出现的概率；检疫宣传不到位进一步加重了以上现象,现有的

动物检疫宣传停留在线下阶段,包括张贴文字标语、发放检疫宣

传资料等,文字标语语气生硬,宣传资料过于专业,而养殖户

学历水平参差不齐,导致此类宣传普及效果不高。另外,部分

基层畜牧兽医工作人员存在应付检查的心理,宣传主要集中

在某一时间点,无法做到持续强化养殖户检疫意识,需要重点

关注[1]。 

1.2检疫专业人才数量不足,缺乏科学系统培训 

在当前社会背景下,畜牧业发展迅速,动物检疫工作量逐年

增加,但在基层畜牧兽部门环境条件相对艰苦,待遇不高,与高

素质检疫人才求职意愿不符,导致检疫人才数量不足。现有检疫

人员存在学历较低、年龄结构老化,加上长期受传统检疫经验的

影响,检疫方法陈旧、单一,在遇到复杂问题时,多采用过去的工

作经验解决,难以满足现有检疫工作的要求；培训是提升检疫人

员综合素质的有效方法,部分基层畜牧兽医部门很少组织人员

培训,或者仅采用集中授课的形式进行培训,强调理论传输,缺

少法律法规讲解与实践应用环节,导致检疫人员在遇到突发问

题时,很难快速应对、处理,影响检疫工作开展质量。 

1.3基层检疫基础设施落后,检疫设备数量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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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影响检疫工作效果,基层畜牧兽医部门

检疫站办公场所相对简陋,还有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基层检疫

站未配备检疫实验室,工作人员需要在露天的环境下完成检疫

工作,再加上政府拨款数量有限,需要将资金尽可能投入到更加

重要的方面,基础设施建设耗费资金较多,尚停留在搁置阶段；同

样,检疫设备问题也十分突出,设备老旧、设备超出正常使用年

限等现象屡见不鲜,检疫设备数量不足,无法应对大规模的检疫

任务,缺乏酶联免疫检测仪、荧光定量PCR仪等先进设备,信息化

程度较低,在遇到难度高的检疫任务时,仅能由检疫人员从动物

临床症状上判断其是否存在疫病,导致养殖户对基层检疫站不

信任,不利于检疫工作开展。 

1.4责任管理划分不够明确,监督落实难度较大 

基层动物检疫工作涉及面较广,需要多个部门协同参与,但

在实际工作开展中,各部门之间很少交流沟通,协作不够紧密,

加上法律方面的原因,存在职责交叉的地方,遇到问题后部门之

间推诿扯皮。畜牧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工作制度,完成业务、财务

与人员方面的工作,政府负责行政工作,实际工作中不会遵循畜

牧主管部门制定的工作制度,市场监管部门仅关注售卖方面,职

责不清现象时常出现；在监督方面,养殖户位置分散,地域面

积较广,畜牧兽医检疫监督落实难度大,负责监督的工作人员

监督技术与方法落后,无法及时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牲畜及

畜肉制品[2]。部分监督人员为了自身利益,存在以权谋私的情况,

导致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另外,检疫工作需要做到全程监督,

基层检疫站未能落实溯源机制,给动物疫病防控带来较大的安

全隐患。 

2 基层畜牧兽医工作中动物检疫工作改进策略 

2.1加大检疫宣传力度,转变养殖户检疫观念 

针对养殖户检疫意识薄弱的问题,基层检疫站需要及时更

新检疫宣传理念,创新检疫宣传方法,采用“线下+线上”相结合

的方式,扩大检疫宣传范围。例如,在线下原有检疫宣传的基础

上,由专业人员设计视觉效果较强、幽默风趣的标语,设计图文

并茂的宣传手册,或者在乡镇、村落拉横幅宣传,由检疫工作人

员面对面向养殖户讲解参与动物检疫工作的重要性,加深养殖

户印象。在线上,应用科学信息技术,通过微信公众号、短视频

平台等发布《检疫问题早知道》《动物常见疾病与防控方法》科

普类文章,开启直播讲解,制作动物疫病防控小视频,或者将复

杂的检疫工作整理成简单易懂的趣味动画,用更加直观的方式

使养殖户了解检疫的意义,主动配合基层检疫站人员工作；为了

巩固宣传效果,基层检疫站还可以建立一个长效的宣传机制,邀

请畜牧方面的专家前来为养殖户讲解检疫问题,解答养殖户的

困惑,在各村落设置工作点,增加入户宣传项目,使宣传工作更

有针对性,从横向、纵向的角度提升宣传效果。开展一场检疫人

员、养殖户沟通会,提醒养殖户应及时处理病死动物的尸体,可

以向政府与相关部门申请补贴,不用担心费用问题,逐步改变养

殖户的检疫观念,使其主动参与到动物检疫工作中来[3]。 

2.2组建检疫人才队伍,采用多元化培训方法 

基层动物检疫工作离不开人才的参与,针对专业检疫人员

不足的问题,可以发挥政府的力量,政府制定人才扶持政策,为

参与基层检疫工作的人才提供住房、餐饮补贴,提高基本工资与

奖金待遇,用优质的生活环境与较高的薪资待遇吸引高学历、高

素质的检疫工作者加入基层检疫队伍中来。同时,还可以制定一

个人才激励机制,结合检疫人才在工作中的表现,设置不同层次

的奖励,达到标准后即可领取奖励,激发检疫人才的工作热情。聘

用具有先进管理思想的干部负责带领畜牧兽医检疫人才团队,

与检疫人才建立良好情感关系,降低人才流失率；在培训上,可

以采用多元化的培训方法,丰富检疫培训内容。为检疫人员推荐

专业检疫书籍,播放专家线上课程,用于丰富其理论知识储备,

搭建检疫技能学习训练场所,利用信息设备创设模拟动物疫病

情境,提出具体项目与问题,要求检疫人员运用所学的理论、实

践知识解决。邀请专家前来为基层检疫人员讲解不同疫病的动

物检疫流程,教授新技能,或者组织检疫人员前往其他地市学习

其他检疫站的先进工作经验,在观摩中取长补短,在反思中提高

自身检疫业务水平。另外,还可以定期开展“技能比武”活动,

鼓励检疫人员积极参与,设置一、二、三等奖,为获奖的检疫人

员发放证书与奖金,为其他检疫人员树立优秀榜样。 

2.3优化检疫基础设施,搭建信息化检疫系统 

基层畜牧兽医检疫站可以与政府合作,向政府申请基础设

施优化专项资金,用于配备专门的检疫实验室改善检疫站环境、

更换超出使用年限的检疫设备、支付设备定期维护费上,从硬件

上体现基层检疫工作的专业性。购买先进的检测设备,如酶联免

疫检测仪、荧光定量PCR仪、核酸提取仪等,教授检疫工作人员

操作先进检测仪器的方法,提高动物疫病检测精准度与检测效

率。制定设备维护维修管理制度,确定责任人,负责设备相关工

作,统一记录设备维护维修信息,以免设备带病运行,在设备

出现问题后,可以从记录手册中找出原因,方便追责；加大信

息化建设力度,购买计算机、传感器等设备,在大数据、人工智

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支持下搭建信息化动物检疫系统

平台[4]。平台中设置了“检疫信息登记”“检疫申报”“检疫取

证”“检疫问题追溯”等模块,方便参与检疫的养殖户与基层检

疫人员的工作,简化检疫流程,使其清晰明了。同时,养殖户在完

成检疫申报后,等待批准与现场检疫,动物检疫合格后,同步获

得纸质版、电子版检疫证明。信息化动物检疫系统能够完成全

流程工作,涉及动物养殖、畜肉运输与售卖等环节,各环节工作

人员均可在平台上查询到动物检疫信息,从源头与流程上杜绝

动物疫病传播,提高监管效果。 

2.4制定清晰责任制度,实现体系化检疫管理 

划分各部门责任,制定责任制度,可以推动基层动物检疫工

作更好更快开展。对此,应明确相关部门的责任,政府负责规划

本地区的动物检疫工作范围,加强行政督导,畜牧兽医部门负责

产地、屠宰环节的动物检疫工作,对各类动物疫病进行高质量防

控,避免疫病蔓延,市场监管部门负责进行交易监督,抽检在售

畜肉产品,若发现检疫不合格产品,及时向上级反映,下架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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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产品。将各项工作责任落实到个人身上,尽可能避免出现各部

门责任推诿的情况,体现管理的规范性；制定基层检疫管理新体

系,将各部门责任记录在纸质文件上留档,杜绝重复检疫与检疫

留白。制定一套详细的动物检疫操作流程,向检疫人员发放工作

标准小册子,要求检测人员熟读理解。梳理工作流程,建立动物

检疫工作档案,加大出证管理力度,注明检疫申报时间、检疫情

况处理方法、最终检疫结果,其中重点放在动物免疫用药与饲料

记录、屠宰场动物病变组织检查、运输时动物健康状况与运输

卫生安全情况等,在记录时做到详细、全面。按照月度、季度的

方式管理检疫工作档案,方便后期查阅、问题追溯。 

2.5加大检疫监督力度,处理违法违规的案件 

检疫监督是基层畜牧兽医动物检疫工作的最后环节,也是

检疫工作的关键点。由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牵头,搭建临时动

物防疫检查站,不定期地抽查畜肉产品,做好留检,避免不法分

子钻空子等行为。组建一支专业的检疫执法队伍,队内人员专业

能力强、理论知识丰富、工作态度端正,可以应对复杂的执法工

作。为检疫执法队伍配备执法装备。包括执法车辆、执法记录

仪与装备,在检疫监督工作的同时保护自身安全；加大动物检疫

监督力度,将监督范围扩展至养殖场、屠宰场、牲畜交易市场,

按照各检测环节的重要性分配检测监督人员,将重点放在检疫

申报上,将临床检查与检疫管理相结合,做到深化落实；针对检

疫监督工作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应加大处罚力度,提高罚款

额度[5]。例如,检疫监督人员发现有养殖户私自售卖未经检疫的

畜肉产品,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规定,要

求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参与补检,并按照情节严重程度处以

不同程度的罚款。基层检疫工作站在官方网站上曝光违法违

规的企业、个人,发挥警示的作用,营造一个良好的动物检疫

环境。 

3 结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背景下,基层畜牧兽医工作人员应认识到

动物检疫的重要性,针对当前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针对性解决

方案,加强检疫理念宣传力度、聘请专业检疫人才、优化基层检

疫设施、制定部门协同责任制度、做好检疫违法违规监督,应用

科学信息技术与全过程检疫管理对策,为公众食品健康贡献出

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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