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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村级动物防疫员队伍建设现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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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村级动物疫病防疫员(简称村防员)队伍是动物疫病防控体系的基

级动物防疫员网络建设工作以来，在各级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下，经过

已初步形成，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是，还有不少问题有待于研究和解

建设中取得成绩的基础上，认真分析现阶段村防员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不足，有

策和建议。 

关健词：村防员；队伍；现状；对策措施 

  村级动物疫病防治员(简称村防员)队伍是动物疫病防控体系的基础

挂、免疫档案建立和动物疫情报告等重要防疫措施实施的主体力量。加

把动物防疫的网络延伸到基层，可以把动物防疫的意识强化到基层，可以把

有利于重大动物疫情的“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控制”，有利于各

1 南京市村防员队伍的现状 

  南京市自从2005年启动村级动物防疫员队伍建设工作以来，在各级

的努力，全市村防员队伍网络已初步建成。目前，全市11个区（县）75

（社区、居委会），共配有村防员806人，平均达到每村有一名村级动

近几年各级共培训村防员50多场，参训村防员近万人次，使村防员防疫水平和

级动物防疫员在防控重大动物疫病，保护畜牧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情、无动物源性食品药物残留中毒事件发生起到了重要作用。 

1.1   村防员队伍稳定 

  自2005年开始启动村防员队伍建设以来，村防员数量从2006年的707

政村（社区、居委会）或村民推荐，县区畜牧兽医部门和镇（街道）政府



门审核，2007年全市村防员数量达到826人，2008年由于部分区县街道

缩减至806人，总体达到一个行政村（社区、居委会）有一个村防员的

1.2   村防员补助经费落实 

  近年来，各区县根据村防员的工作量、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及农村人口收入情

防疫补助，区县畜牧兽医管理部门依据责任或者承包合同，定期和不定期地

现相关补助经费。通常情况下，村防员收入的方式常见的有以下三种：一是固定

城区城乡结合部，村集体经济相对厚实，养殖量不大，以在编职工为主。二是基本

较为普遍，绝大多数区县采用这一方式。如：六合雄州街道村防员劳务费

结合方式。即每人每月基本补助为250元，按月通过银行卡发给村防员

0.5元/头次、禽0.1元/只次发放补助，按月上报免疫次数，半年支付1

街道承担92%，村防员承担8%。三是基本工资加奖励方式，如雨花区根据年防疫基

资，然后有条件地增减。如抗体抽检合格率达85％的按照规定发放奖励

发一定的补助费，获省、市表彰的按比例奖励，没有完成或达不到防疫要求的按比例扣

保证区县强制免疫工作的顺利开展，市级财政每年下拨100万元用于9个区

补贴标准也给予相应或高额配套。 

1.3   村防员管理逐步规范 

  2005年南京市出台了《南京市村级动物防治员管理办法》，2006年

法进行了进一步修订，并督促和指导各区县制定适合本地区的《村级动

市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文件形式，出台了《南京市村级动物防治

规范，近几年各级共培训村防员50余次，参训村防员近万人次。同时，各

实行绩效挂钩、统一防疫技术等措施，不断加大管理力度，提升服务质

1.4   村防员福利得到重视 

  近几年，各区县积极探索村防员的福利保障，有的做得还比较好。如

加承担村级动物防治的村防员参加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人身意外

单，如果村级动物防治员在防疫过程中遭遇意外伤害，可获得意外身故

赔。六合区雄州街道对6名村防员办理了养老保险，其中对50周岁以下的

企业养老保险，50岁以上的2名村防员办理农民社会养老保险。此外，

标准办理了人身意外伤害险。这些举措为解决村防员在退休后的生活或在

中发生意外的问题，提供了基本保障，也为全市探索解决村防员后顾之

2 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2.1   年龄老化，知识贫乏 

  江宁区现有村防疫员259人，村组合并后有204个村（居）委会，每

1.3人，从年龄结构看，近一半是50岁以上的“老兽医”，其中56岁以上有

防疫员，有32人在56岁以上；溧水县参加动物防疫的村防人员为96人，其中

全市2008年从事防疫工作的村级防疫员为806人，其中56岁以上的老同志就有

岁，而且大部分处于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由于他们年龄偏大，而且文化程度低，所以接受新技

速度较慢。 

2.2   工作艰辛，劳动量大 

  江宁区横溪街道邻接安徽，2007年初，街道实施了区划调整，村（社

20个，各村（社区）区域面积大幅增加，为解决与苏皖交界且畜禽饲养

物疫病防控，设立了村级动物防疫报检报免点，当年累计接受家畜出售



批次，散养户防疫报免1159批次；累计免疫补栏生猪844头，各类家禽

次。从统计数字来看，养殖量大的区县，还有不少60岁以上的村防员负责

疫任务，其中一位64岁的村防员担负14个村民组动物防疫任务。对版图

奔上数十公里，没有相对年轻或过硬的身体素质，劳动强度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2.3   待遇低，难留人 

  实行“以钱养事”新机制后，近几年，市级财政用于村防员注射劳务

均享受补助约1200多元，加上要求区县等量以上配套，也能达到3000元左右。

比，都显得有点低。不论江南江北，一个普通农民，除农田收入之外，在建筑（或其他）行

每月收入也能达到1500元左右。而作为农民技术员的村防员，一年的劳务补

村统筹和出诊治疗收入也只有10000元左右,少的只有4000多元。因此，

打工。据统计：全市现有806名村防疫员，现从事防疫工作的年轻的村防

人，35岁以下的只有82人，相对于繁重的防疫任务，青壮年层次人数略

3 对策与措施 

3.1   明确村级动物防疫员是动物防疫的主力军，并形成共识  

  发达国家将军事、经济实力和动物防疫作为评价综合国力的“三要素

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大事来抓，可见动物防疫之重要。因此，搞好动

支素质较高的村级防疫员队伍。为此，2008年，农业部出台了《关于加

见》，意见明确提出，村级动物防疫员队伍是动物疫病防控体系的基础

设作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和基层动物防疫体系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摆

切实加强领导，制定落实本地区村级动物防疫员队伍建设实施方案，有

求把村级动物防疫员队伍建设作为考核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措施落实和兽

逐级进行考核。 

3.2   探索加强村级动物防疫员队伍建设的方式方法,解决业已呈

  各级主管部门和县、乡镇、村三级行政领导，应着力选拔一批具备

历，且热爱畜牧兽医事业的年青同志，采取技能考试和考核相结合的办

行资格准入。对50岁以上的老同志，身体健康的，本人愿意继续从事防疫工作的，可以留用，

的新老交替。当前应选聘年龄在4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熟悉畜牧兽医

遵守职业道德、服务热情，取得《动物疫病防治员》资格的人员。二是

的，按照个人申请，村委会推荐，镇街把关，区县农林部门培训、考试

原则，择优选出拟聘任村级动物防疫员。由市对拟聘任村级动物防疫员

督。三是实行择优聘用。按照考试、考核成绩，经公示反馈无异议者，按各

取。签订聘用合同，发放聘用证书，建立聘任防疫员档案。建立健全村

制度，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切实提高村级动物防疫员业务素质

3.3   把村级动物防疫工作所需的各项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切实

  各级政府应随着工作要求提高、工作量增加、社会物价指数上涨等因素，根据其

“养事经费”时，适当对防疫工作进行倾斜。村防员劳动强度大，如果按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