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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严冬酷夏，不
论白天黑夜，他们驻守
在屠宰场里，奔波在乡
间小路上，穿梭于猪鸡牛
羊圈舍间，值守在公路检
查站。这些基层兽医为
购买肉蛋奶的消费者带
来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一明 杨惠 文/图

酱肘子、羊肉串、烤牛排……在国人的餐桌上，这
些“硬菜”是一桌菜肴里最为人期待的“灵魂所在”。
在肉蛋奶制品种类越来越丰富的同时，人们也越发关
注吃得健不健康、安不安全。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
先，要吃上放心肉，离不开他们——基层兽医工作者。

有人说他们是社会上不被公众知晓的隐形人。
提起兽医，也许大多数人想到的是给猫狗看病的宠
物医生。实际上，还有更多的兽医，奋战在养殖业的
第一线。不论严冬酷夏，不论白天黑夜，他们驻守在
屠宰场里，奔波在乡间小路上，穿梭于猪鸡牛羊圈舍
间，值守在公路检查站。这些基层兽医为购买肉蛋
奶的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4 月 29 日，又一个“世界兽医日”即将到来，在
这庆祝兽医为动物、人类及环境健康作出贡献的日
子，我们提前采访了基层的官方兽医、村级防疫员、
执业兽医，把他们工作的点点滴滴展现在大家眼
前，看他们是如何维护养殖业生产安全和动物源性
食品安全的。

村级防疫员何去何从

“绳子勒住，再紧点儿！”
“一个人拉不动，你去帮忙，把绳子往竹子

上拉。”
“看着点牛，躲开。”
一边小声提醒队友，一边谨慎观察眼前水牛的

状态，在队友将缰绳勒紧的瞬间，手拿注射器的梁其
辙立马上前在水牛的屁股上打了一针。当水牛受痛
反抗时，他已成功退回到安全位置，负责控牛的队友
也隐蔽在竹林后躲过了攻击。

50多岁的梁其辙是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刘圩镇麓
阳村的村级防疫员。去给牛免疫的路上，他给我们介
绍起了他的防疫小分队。小队共4人，他自己和邻村
的防疫员负责打针这种有危险的工作，还有两个60多
岁的防疫信息员，因为都是本村人，所以对村里每家
每户养了哪些畜禽、养了多少都了然于胸。

“可别小看我们这支队伍，虽然年龄都比较大，但干
活儿绝对利索。”梁其辙对自己的防疫小队充满信心。

在两个小时里，防疫小队把麓阳村一部分的应
免牛只进行了免疫，过程中总有一些惊险情况发
生。有的牛胆子小，见人就疯跑，拽都拽不住；有的
牛脾气暴躁，不让人近身；还有头母牛护犊严重，人
靠近就顶。每当这时，他们便整个团队上场配合，两
个人拽绳子，一个人拿着树叶在牛眼前晃动吸引牛
的注意力，剩下一人则伺机而动准备注射。每一次
注射都仿佛是一场战斗。

既然这么具有危险性，为什么不交给年轻人来做
呢？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梁其辙反问：“这样一份活儿
多、工作环境差、待遇还低的工作，你愿意干吗？”

“活儿多”“环境艰苦”“待遇低”……这些词，在
和各地村防员接触的过程中，被大家时不时提起。
这个保障基层动物防疫“最后一公里”的工作，为什
么出现如此境况？

建立多年的村级防疫员制度，为我国基层动物
防疫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但由于兽医在大众中的
关注度始终不高，导致村防员队伍建设进展不一，年
龄结构老化、专业化程度低、工作效率低、服务能力
不足、收益少等问题越来越明显。

基层动物防疫关系着大众的肉蛋奶食品卫生安
全乃至生态环境安全。为了加强基层的动物防疫队
伍建设，2022年农业农村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基层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
建设的意见》，提出要确保不出现“线断、网破、人散”
现象，确保基层动植物疫病防控工作只能加强、不能
削弱，确保活有人干、事有人管。《意见》的出台为基
层兽医队伍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其实，在国家出台政策支持外，各地也在出实招
强化村防员队伍力量。

在广西，农业农村部门积极推动兽医社会化服
务模式，借助第三方服务组织的力量，考核、筛选、组
建一支年轻化、专业化的高素质基层防疫队伍，确保
免疫全覆盖。

梁其辙所在的南宁市青秀区便是由广西悦牧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兽医社会化服务试点工作，公
司通过兽医社会化服务对村防员实行市场化管理，
让村防员平均年龄由62岁减少为52岁，数量精简至
原来的 1/5，人均待遇提高 2倍。目前，广西已在 14
个设区市、47个县推进兽医社会化服务工作。

广西的做法卓有成效，山东的改革也是雷厉风
行。经过近两年的前期调研筹划，2018年12月，山东
省政府发布了《关于改革和完善村级动物防疫员管
理制度的意见》，提出通过严格把关、公开招聘的方
式，重新建立一支专业化、职业化、年轻化的高素质
村级动物防疫员队伍。

“我们按照每 10个行政村设立 1名村级动物防
疫员的标准，目前全省共6975名村级防疫员，比改革
前的 7万多人减少了 90%。村防员年龄由 56岁减至
43 岁，学历中专及以上占比超过一半，待遇提升 2
倍。”山东省动物卫生技术中心副主任谢录保介绍。

广西、山东对村防员的改革重心都放在了人员
的年轻、专业、精简上，而在青海，情况又有所不同。

“在青海的牧区，家家户户都养牛羊，少的几百头，
多的上千头，庞大的牛羊量让村级防疫员的工作任务非
常繁重。”青海省动物疫控中心主任张立成说。青海省
牧区各村庞大的养殖量和宽广的面积注定需要很多村
防员才能保障防疫网络健全，所以，青海省按照农区每
村一名村防员、牧区每社（村下设小组）一名村防员的标
准来配备，目前，全省共计6979名村防员。

今年是满拉响当村防员的第 23个年头，他是青
海省刚察县哈尔盖镇环仓秀麻村4社的村防员。

“每天早上7点多就出门，天黑了才回来，我自家里
养的170只牛羊只能靠家人照顾，我累，她们也辛苦，有
时候真不想继续干了。”在满拉响的家里，他无奈地说。

工作这么多年，满拉响每年都有近 10个月的时
间奔波在各家的牧场里，“每个月都有不同的疫苗要
打，牛羊又多，所以总在奔波。”满拉响说，工作虽然

辛苦，但看着全村的牛羊都健康成长，他心中又感到
自豪。“政府注意到我们的困难，慢慢地给我们解决
哩。”满拉响说，“我们的补贴，从最开始的每年500元
涨到4500元，现在又涨到一万元了。还有，我们有防
疫注射栏了，这个东西好得很，打针可快多了嘞。”

他说的防疫注射栏，是近几年青海省农业农村厅
为了改善基层人员工作环境而投资建设的，受到村防
员和牧户的一致认可，目前已累计建设了5993套。此
外，青海还投资1.82亿元建设改造了185个乡镇兽医
站，专门划拨资金近7000万元用于村防员工作补贴。

“这几年，我们的工作环境越来越好了，我想，等
这些问题都解决的时候，就会有更多年轻人接棒了
吧……”对于村防员队伍的未来，满拉响和梁其辙充
满同样的期待。

一条完整的检疫监督线

3月12日，早上7:50，太阳刚从海面升起来不久。
山东省日照市莒县阎庄畜牧兽医站站长李兆奎

已经骑上车，赶往段家山沟村段金涛的养猪场。
此前，段金涛已经通过鲁牧云APP给阎庄畜牧

兽医站报告，今天要出栏 310 头生猪运往诸城和
临沂。

一到养猪场，段金涛就拿出了一本养殖档案递给
了李兆奎，这本养殖档案里记录着养殖场生猪的免
疫、用药、死淘、无害化处理等几乎全部的养殖内容。

“多少只？运往哪？最近有没有异常情况？”一
边看着养殖档案，李兆奎一边再次确认着上报的
信息。

“老百姓要吃放心肉，我们是第一道把关人。”李
兆奎介绍说，他正在做的是产地检疫，动物在离开饲
养、生产地之前，要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派官方兽医
进行产地检疫。

一头头肥猪从出猪台被赶到运输车上，李兆奎
一直集中精力检查，不但要计数，还要仔细观察每一
头猪的健康状况。时间飞快流逝，转眼已经是下午1
点，所有猪都已装车完毕，李兆奎也在鲁牧云APP里
给这310头猪开具了电子版的动物检疫证明。

“现在这个季节还好，最难熬的是夏天，为了避
免白天太热畜禽死亡，运输车都是半夜出场，我们也
都得半夜去检疫，经常是黑白颠倒、不分昼夜。”说
着，李兆奎又赶往了下一家养殖场。

日照多利孵化育雏场、河圈村徐立伟的肉鸡养
殖场、柳源村郭从农的肉鸭养殖场、彭岭村彭秀祥的
肉鸡养殖场……一下午，李兆奎又跑了四家养殖场
进行产地检疫，回到阎庄畜牧兽医站时已经是下午6
点，他还需要整理今天的检疫记录，作为档案留存。

“我们官方兽医的工作虽然每天都是重复性的检
查，看起来很枯燥，但我深知这份工作意义重大，既维
护了大家舌尖上的安全，又能及时发现染疫动物，阻
止其外调运输，防止动物疫病扩散。”李兆奎说。

3月13日，下午15:28，一辆载满肥猪的三层运输
车缓缓驶入日照市岚山区汾水动物卫生监督检查
站。司机陈师傅拿着动物检疫证明走下车，检查站
的喷头开始对车雾化消毒。

“材料给我吧。”汾水道路检查站带班负责人魏
茂颖看到车辆进站后，从值班室走了出来。

“一共 160头，从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黄码镇
运去康信公司屠宰的，你核对一下数量，再看看猪状
态好不好。”魏茂颖一边核对材料一边对动检站工作
人员牟东嘱咐道。

牟东站上铁架扶梯，嘴里小声数着猪的数量，手
还伸过围栏，时不时翻看猪的耳标。“没有打蔫儿的，
状态不错，耳标也都齐全，我这儿没问题了！”

“产地检疫证明查看过了，证物相符，可以通
过。”说着，魏茂颖在动物检疫证明上盖上了汾水动
检站的专用签章。随后他拿出手机，对相关材料和
运输车进行拍照，上传登记到鲁牧云APP。

汾水动检站的魏茂颖和牟东同样是基层的官方
兽医，他们在跨省道路口检查产地检疫证明，是为了
防止动物疫病跨省传播和不合格动物产品运输销售。

17:35，陈师傅的运猪车到达日照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康信食品有限公司，身穿白大褂的驻场官方兽
医李茂波和协检员又对猪群进行检查。现场检查主
要通过感官来判定，要求官方兽医具有非常丰富的
经验，检查动物检疫证明、看猪耳标是否齐全、猪是
不是打蔫、呼吸排泄有无异常……这是李茂波每天
的工作，为的就是防止染疫的生猪进入屠宰生产
线。宰前检查合格的生猪，才能进入屠宰车间。

屠宰车间是一条很长的流水线，一头头白花花
的生猪挂在天花板的传动轴上缓缓向前移动，流水
线上站满了身穿红色衣服的屠宰分割工人。

每个分割位置，还会有一个穿白色衣服的工作人
员，他们便是正在进行屠宰检疫的官方兽医和协检员。

当每头猪经过屠宰检疫岗位时，官方兽医和协
检员会检查肠系膜、淋巴等白脏部分，看看是否有病
变、肿大、出血等，而到了下一个岗位时，便检查心
脏、肺部等红脏部分是否有病变……一整个环节下
来，每头猪的头、蹄、内脏、胴体等身体各部分都会被
仔细检查，还有一名官方兽医不停地在各环节间巡
视，指导大家开展检疫。

“为了保证每天一早就有新鲜的猪肉上市，生猪
屠宰多在夜里进行，我们进行屠宰检疫便也要在半
夜。”李茂波说，由于人手不足，他们经常是夜里进行
屠宰检疫，没睡几个小时，早上又爬起来去产地检

疫，很多官方兽医年纪轻轻便已半头白发。

忙忙碌碌的动物卫士

在基层动物防疫战线上，除了村防员和官方兽
医，还有一群人也同样坚守着，他们就是执业兽医和
乡村兽医。执业兽医是通过国家执业兽医资格考试
并备案后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兽医，乡村兽医则是
备案后在乡村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兽医，他们都是
乡村动物防疫的重要力量。

杨洪全虽说是日照市多利畜禽良种有限公司的
技术总监，却总不能在公司里找着他。“你有事直接
给他打电话，一年365天，有300天他都在出差呢，你
来这儿找不着他的。”每当有人来公司找杨洪全，公
司的工作人员都这样回复对方。

是什么样的工作，让一个人这么忙碌？带着疑
问，我们找到了他。

高高壮壮的身材、小麦色的皮肤、微弯的眼睛，
是我们对杨洪全的第一印象。找到他时，他正在莒
县綦山镇技家坪村一家蛋鸡养殖户的鸡舍里查看鸡
群情况。两天前，气温降低，养殖户忘记关闭鸡舍对
流窗户，造成鸡群受凉，这两天前后出现了近40只鸡
死亡，因为鸡苗是在多利公司购买的，养殖户便打电
话请杨洪全来给鸡看诊。“先按我开的药兑水给鸡
喂，这几只死鸡我要带回公司实验室剖检看看，明天
再过来。”说着，杨洪全便将用袋子密封好的鸡放进
后备厢，开车赶往公司。

在回去的路上，我们才了解到，1991年从临沂农
校畜牧兽医专业毕业后，杨洪全就进了多利公司，一
直干到现在。中途他考进山东农业大学进修了畜牧
兽医专业，2010年又通过了国家执业兽医资格考试，
获得了执业兽医师资格证。具有丰富专业技能的他
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公司技术部负责人，主要负责为
公司用户解决各种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看诊。

回到实验室，杨洪全就麻利地对鸡进行了解剖，
当他划开鸡的支气管时，发现里面有凝固的血块，结
合鸡群的生活状态，立即便确诊病因为传染性喉气
管炎。随后，他打电话告知了养殖户病因，并和对方
定好了明天上门进行紧急免疫的时间。“传喉这种
病比较特殊，它的病原属于疱疹病毒，没有血凝性，
因此普通的抗体检测实验检测不出来，只有通过剖
检才能准确诊断，所以才耽搁了两天，不过紧急接
种疫苗可以有效防止病毒传播，所以明天注射后鸡
群应该就问题不大了。”杨洪全向我们解释着做剖检
的原因。

说到这里，他提起，近几年来随着公司实验室的
建设，抗体检测、PCR检测、药敏试验、试纸检测等诊

疗检测手段的快速兴起，以及养殖户养殖主体责任意
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养殖户能在发现病情的第一时
间联系专业人员进行专业诊疗，这对阻断疫情传播起
到了巨大作用，也让他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信心。

从实验室出来，杨洪全又来到办公室和防疫队员
们商量马上要开展的春防安排。防疫队是杨洪全组
建的，一共12个人，他们主要对公司的规模户进行防
疫。“村防员负责散户，而规模场和这种‘公司+农户’，
就由公司自己的专业人员进行免疫，现在国家推行

‘先打后补’，我们规模场户可以在免疫之后根据免疫
数量申请免疫补贴。对养殖户来说，一只鸡4分钱，我
们6个队员一天能免疫5万只鸡，又快又省事，所以他
们每年都会让我们帮他们免疫。”一位防疫队员说道。

杨洪全的防疫队是兽医社会化服务的一种实现形
式。近年来国家积极推动兽医社会化服务发展，让专业
的人干专业的事，以满足产业升级对兽医服务需求量不
断增长、服务质量要求不断提高的现状，解决畜禽生产
经营主体做不了、做不好、做起来不划算的问题。

“我们公司的客户多，有些还在江苏盐城、山东潍
坊和烟台等地，公司给我配的车9年就开了68万公里，
每年跑的路程都快赶上出租车司机了，所以我一年有
300天的出差时间也不足为奇了吧？”杨洪全打趣道。

对于动物防疫来说，不论是“先打后补”还是畜
禽无害化处理，规模养殖场都承担着排头兵的作用，
而在这些场里的执业兽医，就一定是各项事业的最
初执行者。他们要在保障动物疫病防控安全的前提
下，在没有任何基础借鉴的情况下，学习、研究、探
索、创新，然后形成一套完整流畅并且可复制的运行
体系，为众多的中小养殖场（户）提供学习借鉴样
本。他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基层动物防疫织下
又一张结实严密的“安全网”。

新发展与问题同在

“有了无纸化出证之后，产地检疫比过去轻松多
了。”山东省青岛莱西市沽河动物卫生与产品质量服
务站站长张景说。

在本世纪初，产地检疫出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
明是手工填写的，畜主、畜种、产地、运往地、消毒方
式、日期……要一一写清。

到了 2012 年，可以把养殖户信息直接录入电
脑，很多信息实现了自动填写，并用机器打印检疫
合格证。

“有了机打证的时候，我们已经觉得很方便了，
为产地检疫工作带来了很多便利，没想到后来有了
更先进的出证方式。”张景说，去年 6月开始，山东实
施省内无纸化出证，从养殖户申报检疫信息，到官方
兽医进行产地检疫出证，再到后面的承运人和屠宰
检疫，都可以用鲁牧云APP进行操作。

无纸化出证不但方便了官方兽医，也方便了承运
人和养殖户。“以前官方兽医完成产地检疫后，我们还
需要去取证，现在直接在手机上就能查看，装载好畜
禽后可以直接出发，节约了不少时间。”日照市后崖绿
川经济股份合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可收说。

“我觉得近十年来最大的变化还是产地检疫不
再收费。”李兆奎说，过去乡镇畜牧兽医站人员工资
全靠收取产地检疫费来解决。有些生猪贩运户嫌检
疫费太贵，不愿进行产地检疫而选择逃检，这对动物
防疫工作非常不利。

到了 2015年，乡镇畜牧兽医站的工作人员工资
等开支完全由财政拨款，产地检疫也不再进行收费，
养殖户和动物贩运户也从过去的逃检漏检，逐步变
为现在的主动申报检疫，基层动物防疫工作取得了
巨大进展。

虽然基层动物防疫体系一直在不断完善，但基
层的兽医工作者们仍然面临不少困难。

官方兽医和村防员在进行产地检疫、流调、畜产品
采样、免疫等工作时，几乎每天都要下乡进村，但怎么去
却是个难题。很多乡镇兽医站往往只有一辆车，但每天
每个工作人员都要去各自辖区工作，一辆车怎么满足多
人使用呢？“我们只好开自己的私家车或者骑自己的摩
托车下乡，加油也都是我们自己掏钱。”张景说。

深有同感的还有满拉响，青海牧区的村落面积
广大，村防员去给各个牧户的牲畜打疫苗最开始只
能骑自行车，又累又慢。后来，2008年刚察县财政补
贴村防员集中购买了摩托车，但到如今也已经过去
了15年，摩托车早不能顺畅奔跑了，迫不得已他只得
开着自家的车继续奔波于各个牧户之间。

“目前，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还是工作量大，人
手却不足。”张景坦言。

基层的动物防疫人员几乎承担了所有畜牧兽医
相关的工作，除了常规的防疫和检疫，还包括入村流
调采样、畜牧数据统计、兽药饲料检查管理、畜产品
质量监管等等，但实际上一个乡镇畜牧兽医站往往
只有 2-3名官方兽医，虽然现在招聘了一些村防员
和协检员作为补充，但面对现今如此巨大的养殖量，
人手方面还是显得捉襟见肘。

为解决这一问题，夯实基层动物防疫体系，《关
于加强基层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
提出，各地要综合考虑畜禽养殖数量和养殖密度等
因素，加强基层动植物疫病防控工作力量。在人才
培养方面，要加强基层动物疫病防控人才储备和现
有人员的知识更新培训；在基层机构建设方面，则要
加强县级和乡镇动物防疫机构的条件建设，提升物
质保障；此外，还要推进动物防疫社会化服务，充分
利用社会力量做好基层动物防疫。

为了让基层涌现出更多有知识、懂技术的动物
疫病防控人才，国家法律法规也对执业兽医和乡村
兽医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
疫法》和《执业兽医和乡村兽医管理办法》都作出规
定，国家鼓励执业兽医接受继续教育，执业兽医所在
机构应当支持执业兽医参加继续教育。

香醇的奶、美味的肉、新鲜的蛋，在端上百姓餐桌
前总是经过重重检测以确保其安全，而其生产最初的
健康安全，很大程度上是由村防员、官方兽医以及执
业兽医、乡村兽医组成的基层动物防疫队伍来保障
的。这不，又是一年春防季，他们又奔波在养殖防疫
的路上了。

山东日照市康信食品有限公司的屠宰生产线上，官方兽
医正在进行屠宰检疫。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刘圩镇麓阳村村级防疫员梁其辙和队
员正在给牛注射口蹄疫疫苗。

山东日照市岚山区汾水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值班的官方兽医正在检查通过的运猪车。

青海刚察县哈尔盖镇环仓秀麻村的村级防疫员正在利
用防疫注射栏给藏羊注射口蹄疫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