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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五大振兴”中的重中之重,发展畜牧业提高养殖生产力能促进群众增

收,提升群众的生活水平,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重要作用,加强畜牧

兽医技术推广既可以提高农村群众养殖技术水平,又能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对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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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raising
 

the
 

productivity
 

of
 

breeding
 

can
 

promote
 

the
 

increase
 

of
 

people
's

 

income
 

and
 

improve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solida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poverty
 

allevi-
ation

 

sector
 

and
 

effectively
 

linking
 

them
 

with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Strengthening
 

the
 

promotion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technology
 

can
 

not
 

only
 

raise
 

the
 

level
 

of
 

farming
 

technology
 

of
 

rural
 

people,
 

but
 

also
 

contribute
 

to
 

the
 

moderni-
z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area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overall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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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

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

工作的切入点。没有产业的农村,难聚人气,更谈不

上留住人才,农民增收路子拓不宽,文化活动很难开

展起来”。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在部署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重点任务中,再次突出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

振兴重中之重,要落实产业帮扶政策。习近平总书

记的讲话和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产业振兴的重

要部署,深刻指明了新征程抓好产业振兴的重要性,
指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畜牧业作为瓮安

县一大产业支柱,在提升瓮安县群众持续增收上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加强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工作是保

障畜牧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可以有效提

升农村动物疫病防控和增强养殖户抵御产业风险的

能力,对畜牧产业健康发展和群众增收具有促进作

用,只有把乡村产业发展起来,让群众富起来,才能

真正实现乡村振兴的总要求、总任务和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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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瓮安县畜牧产业现状

近年来,瓮安县始终以“稳农、兴农、强农”为根

本,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形成以茶叶、蔬
菜(辣椒)、生态畜牧为主导产业,烤烟、中药材、精品

水果为特色产业的“三主三特”农业产业发展定位。
生态畜牧业作为瓮安县经济发展的一项主导产业,
在帮助群众增收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2023年,全
县存栏生猪32.038万头,肉牛6.857万头、肉羊

4.653万只、家禽189.028万羽、水产养殖173.33
 

hm2,累计出栏生猪36.236万头、肉牛1.636万头,
肉羊2.402万只、家禽出栏231.906万羽、禽蛋产量

3
 

420
 

t、水 产 品 产 量1
 

001.7
 

t,畜 牧 总 产 值 达

14.399亿元。在利用畜牧产业助推乡村振兴上,瓮
安县坚持以群众为主体,进一步完善项目联农带农

机制,鼓励群众发展养殖业,2022年,县级投入财政

衔接产业奖补资金1
 

885.5万元,撬动脱贫群众养

殖生猪21
 

200头、牛4
 

936头。2023年,县级再次

投入资金2
 

601.5万元,撬动全县脱贫群众养殖生

猪25
 

865头、牛6
 

830头。经测算,2023年1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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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瓮安县脱贫人口上半年人均纯收入7
 

238.5元,
比2022年 同 期 增 加 了1

 

155.71元,同 比 增 长

18.94%。

2 瓮安县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存在的问题

2.1 体系制度还不完善

与一些沿海发达地区相比,瓮安县畜牧业发展

的模式、养殖技术推广体系还处于落后阶段,畜牧兽

医技术推广机构及人员有待加强。一方面,县、乡镇

机构畜牧兽医技术人员编制人数少,有的畜牧兽医

技术推广人员因为工作需要被调配从事其他与畜牧

兽医技术推广无关的工作,有的被抽、借调到其他单

位学习等,形成人少事多的局面。另一方面,瓮安县

在2016年时开展机构改革工作,成立了扶贫工作

站,各乡镇(街道)将原承担畜牧兽医技术推广职能

的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部分划转到了扶贫工作站

开展扶贫工作,导致原来承担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工

作人员骤减,工作力量大不如前。另外,在当前新形

势下,乡镇(街道)面临各级检查和各类考核较多,畜
牧兽医技术推广人员有心无力,没有更多的时间去

抓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工作,导致该项工作推进成效

不足。

2.2 综合素质不够强

从瓮安县当前现状来看,乡镇(街道)长期未引

进年轻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人员

情况较为突出,有的乡镇40岁以上年龄偏大的老技

术人员占比较高,个别乡镇40岁以上人员占比高达

70%以上,这些老畜牧兽医推广人员对新技术的学

习渴望度和接受能力明显不足,专业水平离新时代

发展需要有差距;由于长期从事该项工作,产生了厌

倦的消极心理,有“过一天算一天”的想法,在推广畜

牧兽医技术工作中工作积极性和服务群众意识有所

淡化。反之,年轻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人员学习接受

能力强工作积极,专业水平也高,但由于从事该项工

作时间短,对基层不了解,经验不足,在技术推广时

讲的专业知识太专业养殖户听不懂,有的讲的技术

又不切实际,同群众的生产生活不搭边或不具备操

作性,在推广技术服务时不能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

不愿意接受,事倍功半,效果不佳。

2.3 资金投入不足

为推进畜牧产业发展,提高群众收入,近年来瓮

安县持续加大了畜牧产业资金的投入,如2022年投

入财政衔接产业奖补资金1
 

885.5万元发展种养

殖,2023年又再次投入产业奖补资金2
 

601.5万元,

但在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方面几乎没有投入资金,仅
有不足100万元的推广经费为农技人员下乡提供一

点补助,相对养殖户覆盖面广、技术需求量大、群众

养殖技术基础薄弱等实际情况,投入的资金显得杯

水车薪。

2.4 培训效果不佳

县级职能部门及乡镇(街道)党委政府在组织技

术推广人员开展培训时筹备不够充分,一方面受限

于资金有限,每年组织培训次数较少,时间短,培训

面较窄,也没有更多的资金聘请专业技术水平较高

的老师开展授课;另一方面在组织培训时安排的部

分课程内容陈旧、单一,跟不上当前疫病发展变化和

需要,有的培训内容又与瓮安县实际情况结合不紧

密,导致技术人员在培训后培训效果不佳,在开展工

作中达不到预期效果,培训成果转化效能较低。

2.5 基础条件薄弱

瓮安县地处西南偏远地区,又是布依族、苗族少

数民族自治区,受地理、人文思想、生活习惯等限制,
农村群众养猪为过年,养牛为耕田的情况还普遍存

在。另外从各乡镇(街道)疫病诊断设施来看,动物

疫病监测设施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13个乡镇(街
道)均存在设施简陋或不完善情况,当有牲畜发生疫

病时,由于缺少专业的检验设备,技术人员只能依靠

经验来判断治疗牲畜疾病,遇到牲畜发生传播性疾

病时也只能送到省、州检查,严重拖延了预防和治疗

时间,增加了牲畜疫病防控难度,最终造成群众经济

损失。

2.6 推广渠道比较单一

当下,瓮安县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主要还是依靠

从事牲畜治疗人员和乡镇(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技术推广人员在开展动物免疫工作时进行宣传推

广,主要采取的手段也仅限于口头讲解和张贴宣传

单的形式进行,推广时间和面均较窄,导致大部分群

众未深入接触过畜牧兽医技术知识的指导。

3 存在问题的对策建议措施
  

3.1 建立一套适用的推广体系制度

乡镇(街道)党委政府和从事畜牧兽医技术推广

的站(所)是与农村群众和养殖户接触最频繁的组

织,为保证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工作有效开展,要加强

统筹,适时组织干部到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工作推动

较好的地方学习先进的管理和推广制度,并结合各

地实际情况完善健全相关体系和制度,对不适应当

前发展需要的应及时修订或废止,对推广效果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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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比较明显的体系和制度要抓好贯彻落实,形成一

个长期稳定的工作流程,最终打造一套科学的适合

当地畜牧兽医技术推广的体系制度。

3.2 重视基层农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

县级职能部门及乡镇(街道)党委政府要重视畜

牧兽医技术推广工作,要严格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

改革加强基础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意见》文件

提出的“确保在一线工作的农业技术人员不低于本

地农业技术人员总编制的2/3,专业农业技术人员

占总编制的比例不低于80%”要求,及时补充缺编

人员。县级组织部门要加强调查研究,结合实际谋

划制订县级工作方案,明确抽、借调乡镇(街道)干部

不得高于一定范围要求,严禁随意抽、借调乡镇(街
道)农业技术人员,同时每年至少开展一次乡镇(街
道)干部抽、借调情况统计,对超过抽、借调规定范围

的要督促相关部门尽快让农业技术干部返回原来的

工作岗位,确保基层农业技术干部队伍长期保持

稳定。

3.3 积极争取项目加大资金投入

充足的资金支持是保障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工作

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县委政府要加大对畜牧产业

发展方面的研究,多到各乡镇(街道)开展调研,掌握

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工作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并加以

解决,同时积极申报项目向上级部门争取资金支持;
每年要召开会议听取责任部门对畜牧兽医技术推广

工作落实情况报告,并逐年增加推广资金,保障和提

高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人员的待遇,增强其工作积极

性,使得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工作高效开展。

3.4 科学组织培训提高整体工作效能

提高乡镇(街道)畜牧兽医技术推广队伍干部综

合业务水平,对促进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有至关重要

的作用,县级农业农村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畜牧兽医

推广人员的培训,每年至少组织一期有针对性的培

训指导,制订科学合理的培训学习计划,邀请业内专

业水平较高的专家、老师对基层畜牧兽医技术推广

干部开展专题培训指导,学习当前比较先进的畜牧

养殖技术和推广理念,同时在安排学习课程中还要

安排一定的时间开展实践,提高农技干部实际操作

能力。乡镇(街道)党委政府在统筹安排畜牧兽医技

术推广工作时要合理分配工作任务,让经验丰富年

龄偏大的防疫人员带队承担管理工作,把一线工作

交给干劲足的年轻的干部,锻炼年轻干部处置问题

的应变能力,通过老带新方式提高基层农技干部整

体工作效率和能力水平。

3.5 整合利用资源提升服务群众能力

县委政府和农业农村及相关职能部门要积极发

挥职能职责,统筹调度农业专业技术人员、职业中

学、技术培训企业等资源,积极组织有需要的群众开

展培训,让群众学会1-2门畜牧兽医相关技术,在
今后生产生活中能学以致用,帮助生产。同时还可

经常组织技术推广人员和养殖大户代表,深入到各

乡镇(街道)开展专题讲座、科技培训和经验交流会,
提高农村群众养殖技术水平。乡镇(街道)应当加快

畜牧兽医实验室、相关检测设备等基础设施的完善

配备,保证疫病检测设施能够达到细菌学检疫的标

准,确保在动物发生疫病后,能及时监测出病原,采
取有效措施进行疾病防控,为群众发展养殖提供基

础保障。

3.6 创新推广方式提高推广效果

当前人们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越来越多,微信、
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常见的信

息接收渠道,畜牧兽医技术的宣传推广工作在保持

原有宣传推广的前提下,可以利用县委政府媒体的

公信力,通过电视、广播、政府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等

将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到这些平台上对群众进行宣

传,让群众能随时观看相关技术视频,快速直观了解

掌握有关技术内容并加以利用。此外,还可以将畜

牧兽医技术内容印成宣传单,通过驻村干部在走访

群众时向群众免费发放,并且要及时更新技术内容,
帮助群众更好的了解牲畜疫病及其预防工作。其

次,还可以建立一个畜牧兽医技术指导微信群,统筹

全县农业技术人员和养殖户加入,让养殖户可以便

利高效的咨询在养殖过程中发生的疫病和养殖技

术,技术人员也可以通过微信群快速的提供技术指

导服务,同时也能让技术人员及时发现疫病后采取

有效措施阻断疫病传播。
总而言之,针对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中存在的问

题,各级党委政府及农业技术干部要高度重视,充分

认识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对发展畜牧兽医产业的促进

作用,针对问题采取切实可行措施,使其问题得到及

时解决,促使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助力乡

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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