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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为了详实掌握全市畜牧兽医人才队伍建设工作,通过深入现场交流方式,对全市畜牧

兽医人才进行了调研,在掌握合作市在畜牧兽医人才队伍建设的现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当

地畜牧业发展和人才实际情况,提供操作性强的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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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aims
 

to
 

gain
 

a
 

detailed
 

understanding
 

of
 

the
 

city’s
 

livestock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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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
 

construction
 

work.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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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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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in-depth
 

on-site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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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市作为全省畜牧业发展较为集中的地区之

一,既具有与其他平原地区牲畜养殖的普遍性,又具

有高寒地区牲畜养殖的特殊性,加强本土畜牧兽医

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十分必要。近年来,随着合作社

规模化设施养殖提速,全市各类牲畜总量29.05万

头(只、匹),但各县市对畜牧兽医类人才统筹使用作

用发挥不好,虽然队伍庞大,但服务效果不明显,乡
镇畜牧兽医站专业技术人员直接服务一线的情况逐

步减少,专业技术人员间接变成“机关干部”,导致专

业知识更新不足,服务技能退化,引发畜牧兽医“人
才荒”。为了详实掌握全市畜牧兽医人才队伍建设

工作,通过深入现场交流方式,对全市畜牧兽医人才

进行了调研。总体看,全市畜牧兽医人才普遍缺乏,

[收稿日期] 2023-11-30
[作者简介] 完玛塔(1981-),女,藏族,甘肃合作市人,本科,兽

医师,主要从事动物防疫、畜牧技术推广等工作。

E-mail:1660921550@qq.com
 *[执笔作者] 何小虎(1978-),男,甘肃合作市人,中专,高级畜

牧师,主要从事动物防疫、畜牧技术推广等工作。

E-mail:1904712782@qq.com

特别是乡土实用型人才严重不足,对畜牧产业健康

发展有较大制约。

1 合作市畜牧兽医人才现状

1.1 机构基本情况

全市畜牧兽医系统共有单位11个,分别是:合

作市农业农村局、合作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合

作市畜牧工作站、合作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检

验中心、合作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那吾镇畜牧兽

医站、勒秀镇畜牧兽医站、佐盖曼玛镇畜牧兽医站、

卡加道乡畜牧兽医站、卡加曼乡畜牧兽医站、佐盖多

玛乡畜牧兽医站。

1.2 人才基本情况
  

全市畜牧兽医系统共有干部职工100人,其中:

公务员1名;参照公务员管理人员16名;专业技术

人员83名(其中:男43名,女40名;少数民族干部

31名;正高2名,副高18名,中级19名,初级44
名;研究生及以上2名,大学本科57名,大学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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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名,中专及以下6名;35岁以下21名,36-45岁

40名,45-55岁15名,55岁以上7名)。
表1 畜牧兽医系统人城管调研数据统计表

  

序号 调查项目 数量 所占百分比(%)

1 专业技术人员合计 83 100%

2
年龄

层次

35岁以下 21 25.3%

36-45岁 40 48.2%

45-54岁 15 18.1%

55岁以上 7 8.4%

3

全日

制学

历

中专及以下 56 67.5%

大学专科 23 27.7%

大学本科 4 4.8%

研究生及以下 0 0

4
最高

学历

中专及以下 6 7.2%

大学专科 18 21.7%

大学本科 57 68.7%

研究生及以下 2 2.4%

5 职称

正高 2 2.4%

副高 18 21.7%

中级 19 22.9%

初级 44 53.0%

2 存在的问题

2.1 基层一线实用型专业技术人才少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基层兽医技术人

员缺口大,2015年至今没有新从事一线畜牧兽医工

作的人员,一线畜牧兽医工作人员因退休、工作调动

等原因造成流失。另一方面,乡镇其他工作挤占有

限的专业人力资源。2014年根据合作市委
 

市政府

《关于加强乡(街道)村(社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全

面夯实基层基础工作的实施意见》(市委发〔2014〕24
号)精神,当时的合作市农牧局在市委农办、市委编

办、市人社局的见证下将合作市各乡镇畜牧兽医站

人、权、物移交驻地乡镇党委、政府,市农业农村局及

下属单位承担业务指导职责。乡镇畜牧兽医站工作

人员划归乡镇管理后,畜牧兽医站人员承担包村、禁
毒、民事纠纷调解、环境整治等日常事务,占用兽医

人力资源,牲畜疫病防治责任无法完全落实,导致动

物疫病监测样品采集任务不能及时送检,动物防疫

数据、信息上报不及时,免疫工作进展迟缓,达不到

“畜不漏针”的要求,给畜牧业实际生产和畜产品安

全留下隐患。

2.2 现有畜牧兽医人才队伍服务机制不健全

后备人才乏力,领军型、拔尖型人才稀缺,人才

断层苗头初现。高学历专业技术人员严重不足,第
一学历为本科以上专业技术人才只有4人,畜牧产

业发展人才支撑后劲不足。同时,随着牲畜养殖的

标准化、规模化发展和动物疫病防治的规范化,农牧

村当地的“土专家”“农医生”也逐渐失去市场、趋于

消亡,群众身边的兽医短缺。全市39个行政村共有

乡镇畜牧兽医专业技术人员50人,这50人自参加

工作以来长期在乡镇畜牧兽医站工作,学习机会有

限,知识结构老化,现有的知识层次跟不上现代畜牧

产业发展、动物疫病防控新的需要。

2.3 乡镇畜牧兽医服务弱化影响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村级牲畜疫病防治责任无法全面落实。村

级防疫人员报酬低,每年只有4000元,而且服务半

径大,没有达到1个自然村配备1个防疫员的要求,
每年春秋两季动物集中免疫和动物疫病监测工作完

成难度进一步增。二是动物防疫业务工作经费紧

缺,导致畜牧兽医检测设备、手段落后,下村开展工

作给动物疫病防控和畜产品安全带来了安全隐患。
兽医实验室没有专项经费,无法正常开展样本采样、
实验室检测等各项基本工作,不能为动物防疫工作

提供必需的实验工作。

3 畜牧兽医人才建设对策建议

3.1 创新人才调配管理模式

由市农业农村局等主管部门牵头,对具备实际

工作经验的专业技术人才进行梳理建档、摸清底数,
根据工作需要合理安排到一线岗位,不能“坐在机关

当兽医”。对人才总量不足、难以统筹使用的,可通

过返聘、外聘等方式,加大对已退休人员的利用,激
励他们为当地畜牧产业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3.2 加强乡镇畜牧兽医站工作经费保障

建立乡镇畜牧兽医站工作经费保障机制,适当

提高一线工作经费。同进,加大向上政策协调力度,
放宽基层兽医服务的限制性条款,允许乡镇在开展

基本动物防疫服务的同时,进行有偿诊疗活动,拓展

经费来源,强化经费自给能力。

3.3 理顺乡镇畜牧兽医站的管理权限

考虑畜牧兽医工作实际和目前乡镇畜牧兽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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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的工作职责,理顺乡镇畜牧兽医站的管理权限,

减少原本较少的专业技术人员被其它工作占用,能
够专心开展业务工作。自2015年以来合作市农业

农村局系统由于编制问题没有新人进入,合理统筹

解决人员编制问题。

3.4 职称评定向基层倾斜

在职务职级晋升和职称评定、表彰奖励向基层

特别是乡镇畜牧兽医站一线实际工作人员倾斜,增
加县乡两级动物疫病防控机构中高级技术职称比

例,适当放宽不必要的限制性条件或补充增加基层

倾斜条件,积极营造拴心留人的工作环境。

3.5 扎实开展畜牧兽医技术培训

紧密结合全市农牧民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和需

求,继续深入村、社区,协调相关部门和科技工作者

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引导群众使用新技术、享受科技

新成果,辐射和带动农牧业生产发展,增加农牧民

收入。

3.6 探索建立政府购买动物防疫社会化服务机制

在乡镇畜牧兽医专业技术人员严重不足的情况

下,承担动物疫病诊断、检测、防控、流行病学调查和

动物疫病免疫、净化、无害化处理等服务工作任务

艰巨,积极推进动物检疫协检员制度实施,探索建立

委托执业兽医、乡村兽医承担动物检疫协检工作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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