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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草原牧区畜牧兽医服务体系现状、问题
及对策探究

畜牧业作为农业的主要构成

要素，在我国新农村（牧区）建

设、“三 农（牧）问题”的解决

和“美丽乡村”建设中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被称为我

国“奶罐肉库”和“畜牧业王国”

的内蒙古传统草原牧区，畜牧业

是最主要的支柱产业。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传统畜牧业的可

持续发展和向现代畜牧业的转型

升级离不开现代科技的支撑。其

中，畜牧兽医科学、良种繁育、

防疫体系建设等现代畜牧业不可

或缺的关键技术和相关人才是草

原畜牧 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

础保障。然而，内蒙古大部分传

统草原牧区存在技术人员严重短

缺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全

区草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的转

型步伐。建立完善的兽医防疫体

系，积极引进现代技术和培养相

关人才，解决牧区畜牧兽医服务

领域存在的短板是实现草原畜牧

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也是牧区

畜产品质量安全和疫情防控的重

要保障。

一、牧区畜牧兽医服务体

系现状

（一）兽医师严重短缺

在内蒙古传统草原牧区，畜

牧专业院校毕业并取得相关资质

的执业兽医师相对较少，甚至个

别偏远苏木、乡镇或嘎查村至今

没有执业兽医师为牧民服务。以

传统牧业旗——锡林郭勒盟苏尼

特左旗为例，截至 2020 年 10 月

末，该旗牧业户总数为 5637 户，

但全旗共只有 26 名专职兽医（高

级 1 名，中级 16 名，助理 9 名，

其中执业兽医师只有 2 名）。按比

例计算，每千户牧户只有 4.6 名

兽医为其服务。而呼伦贝尔市新

巴尔虎左旗牧 业户总数为 8786

户，但全旗只有 162 名兽医，其

中执业兽医师才有 8 名。

在牧区调研时发现，因多年

从事牧业生产和长年积累的丰富

经验，多数牧民对家畜常见疾病

的诊断和治疗比较熟悉，一般情

况下自己都能诊治。但是，若遇

到较复杂的病情或发生传染疾病

等突发情况时多数牧民却束手无

策，甚至有时因应对不及时而造

成家畜大量死亡。此外，有些牧

民因受教育程度低，对兽药的使

用不严谨，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

失。笔者在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

左旗调研时遇到一起牧民因用药

不当导致死亡 20 多头牛的真实

案例。原因是该牧民所在嘎查没

有兽医师，为了给自家牲畜打防

疫药，自己从兽药店购买药品，

因本人不识字而没有按照说明书

用药，且错误加大用药剂量造成

了巨大损失。部分距城镇较远的

偏僻牧区或牧点，因兽医不足、

药物短缺、技术服务不到位，加

上交通不便和信息闭塞等原因，

若遭遇紧急突发情况时牧民很难

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这也是

其其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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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传统草原牧区畜牧兽医服

务体系不完善和技术人员短缺的

突出体现。

（二）品种改良技术员不足

在内蒙古大部分草原牧区，

畜牧品种改良专业技术人员明显

不足。畜牧品种改良是属生物学

范畴，对专业技术要求非常高，

是一门比较严谨的学科，容不得

丁点误差。然而，从牧区现状来

看，取得相关资质的专业技术员

非常少。如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

旗，截至 2020 年 10 月末，全旗

取得资质的品种改良师只有5名。

而另一个牧业旗——呼伦贝尔市

新巴尔虎左旗全旗有资质的品种

改良师也只有 21 名。有些牧区，

一个技术员服务多个嘎查村，因

服务对象户数量过多和偏远牧户

或牧点通讯、交通不便等原因，

很难及时赶到有需要的牧户家

进行技术服务，从而时常错过母

畜发情期或最佳配种时机。此

外，有些牧区还存在人工配种技

术员专业技术不达标，品种改良

工作不规范，管理体系不完善，

基础设施设备短缺，配套服务滞

后，家畜良种化体系建设薄弱等

问题。个别地区还存在品种改良

区划不清，种源繁杂，不重视地

方优良品种的选育与保护，造成

优良基因流失，群体遗传水平逐

年下降，出现以商代种、改而不

良、杂交后代生产性能下降，还

有的地方由于缺乏管理机制，配

种记录不全，导致选种选配不

清，甚至造成近亲繁殖等现象。

（三）“赤脚兽医”承担重任

畜牧 业相关技术人 才的严

重短缺促使自学成才的“赤脚兽

医”大量涌现。客观而论，大部

分“赤脚兽医”在缺医少药的草

原牧区承担着为牧民服务的重

要角色。他们多数人虽然不是专

业出身，也没有取得执业兽医师

等相关资格证书，但长年累月的

实际操作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使

他们成为了草原牧区不可或缺的

基层兽医。一直以来，“赤脚兽

医”们对牲畜常见疾病的诊断治

疗、人工配种及传染疾病的防控

等牧区基层服务工作中承担着重

要作用。部分“赤脚兽医”还能

给牲畜做手术、治疗疑难杂症及

牲畜品种改良等难度较高的技术

性工作。但是，畜牧技术人才的

严重短缺和对“赤脚兽医”管理

不严、监督不力等现象导致牧区

基层兽医服务体系存在技术不扎

实、职责不清、服务不规范、乱

收费等若干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兽医服务体系管理不

规范，收费不透明

在草原牧区，对乡村兽医的

管理工作不规范问题比较突出。

其中，收费标准不透明和乱收费

现象比较普遍。有些地区，乡村

兽医给牧民牲畜治病用药基本上

没有任何行业规范和实施标准，

所用药物也没有明码标价，甚至

连药名、药盒 都 不提 示。现实

中，乡村兽医一般对药费和技术

服务费捆绑在一起收取，而且没

有明确透明的价格标准，基本上

只要给牲畜治好病兽医说多少就

是多少。有些牧民反映，个别兽

医上门服务费高得离谱，一般给

大畜治病，收取的服务费至少几

百元（不含兽药费），如病情复杂

（如做手术等）费用只会更高。

但为了给牲畜保命，牧民只能被

动接受。另外，部分品种改良技

术员也存在服务不周到、技术不

扎实和收费不透明等现象。这就

是草原牧区技术人员稀缺，少数

人“垄断”的突出体现。

二、完善草原畜牧兽医服

务体系的意义

（一）提升牧区良种繁育水平

草地畜牧业是草原人民世代

相传的基础产业，同时也是传统

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

长的历史长河中，草原牧民积累

了丰富的草地畜牧业经营理念和

实践经验。然而，正是由于这些

理念和经验的存在，导致部分

牧民对传统养殖技术根深蒂固，

较难接受或吸收新品种引进、良

种繁育等现代技术。同时，生活

在偏远牧区和牧点的牧民获取科

学知识与现代技术的渠道较为单

一，交通不便、信息封闭环境中

难以广泛传播现代科学技术。因

此，不断完善草原牧区畜牧兽医

服务体系，可有效提升牧区良种

繁育水平，转变牧民传统观念，

提升牧民现代化意识。

（二）有效促进草原畜牧业

现代化进程

国家提出的草原畜牧 业向

绿色、高质量发展是不可动摇

的基本方针，也是内蒙古传统畜

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事

实上，草原生态环保压力的与日

俱增和高消耗、低效益的生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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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方式使传统草原畜牧业可持续

发展已难以为继，必须要实现从

“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

同时也要重视草原畜牧业“降成

本、提效益”这个核心问题。然

而，在传统草原牧区，现代化养

殖技术普及率较低，相关技术的

推广进度缓慢，技术型人才短缺

等诸多原因将影响草原畜牧业的

快速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因此，

完善牧区畜牧兽医服务体系可有

效促进草原畜牧业的转型升级和

高质量发展，鼓励科学养殖、少

养精养，改变大而不强、优质不

优价的现状，以实现草原增绿、

牧业增效、牧民增收的共赢目标。

（三）强化草原牧区传染疫

病防控体系

随着我国畜牧业养殖结构的

调整和产业化的快速推进，内蒙

古传统畜牧业向集约化、规模化

和现代化发展速度明显提升。与

此同时，高密度养殖模式和家畜

流动较为频繁给草原牧区重大传

染性疫病的防控带来较大的困难

和挑战。以畜牧业为核心产业的

内蒙古草原牧区，家畜防疫工作

更为重要。草地畜牧业主要特点

是以草场上散养为主，不同畜群

的近距离接触较多，疾病的传播

风险也较大。加上牧民的防疫意

识不强，不同牧区之间人员交流

密切，外来商贩在牧户间流动频

繁，这些现象加大疫病交叉传染

风险的同时给牧区整体防疫带来

一定难度。牧区畜牧兽医服务体

系的不断完善，对加强草原牧区

防疫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三、对策建议

（一）大力培养牧区畜牧技

术人才

出台相关政 策 鼓 励牧区年

轻一代学习畜牧 业相关专业和

技术，以便学成毕业后回牧区服

务。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

入，牧区整 体 教育水平明显提

升，牧区大学生数 量也 逐年增

多。然而，大多数牧区学生却不

愿意学习畜牧业相关专业，而更

喜欢 选择其它社会热门学 科。

实际上，草原牧区大量需要畜牧

专业的毕业生，而且就业相对容

易收入也较高。因此，政府部门

应出台相关鼓励政策（如定向培

养、就业上倾斜、减免学费、提

供助学贷款等），大力培养牧区

出身的畜牧专业技术人才，鼓励

其学成后为牧区基层服务。

（二）整顿牧区畜牧兽医服

务体系存在的不规范行为

应制定相关行业标准和规

范措施，对牧区“赤脚兽医”的

技术能力、收费标准、行业准则

等方面进行严格考核和监督。同

时，管理部门应当对基层兽医组

织定期培训、考试等方式提高

其专业技术和综合能力。此外，

从事家畜配种经营活动的人员，

要求必须取得国家《家畜繁殖工

职业资格证书》和当地旗县级以

上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

《家畜繁殖工聘书》。家畜配种从

业人员要持证上岗，每年旗县级

畜牧兽医管理部门要对《家畜繁

殖工聘书》进行年审，证件不全

或证书未通过年审的应一律不准

从事家畜配种活动。另外，严格

管理常用兽药的市场流通、价格

标准及可追溯体系，保证其安全

性和价格稳定。

（三）科技“下乡”

应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积极

引进畜牧业相关专业人才，建立

强大的基层兽医服务队伍。在人

才培养方面，可以采取校企（合

作社）联合模式，与相关科 研

机构或高等院校进行深入合作，

并定期、定向培养技术人员。针

对专业技术不扎实的乡村兽医队

伍，应定期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

学者开设专题讲座或培训班，传

授最前沿的畜牧兽医科学知识，

不断提升基层兽医的技术能力和

专业水平。除此之外，要积极顺

应我国学徒制的畜牧业专业人才

培养计划和模式，培养出更多有

学识、有能力的优秀人才。

参考文献 ：

[1] 范 修 雅 .畜牧 养 殖 技 术 推

广中的问题 及 对策 [J]. 今日畜牧兽

医 ,2020,(6).

[2] 蒋红星 .乡镇畜牧品种改良

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研究 [J].

南方农机 ,2019,(16).

[3] 张凤阁 , 杨建武 , 王俊江 . 浅

谈家畜繁殖改良工作的规范化管理

[J]. 黑龙江动物繁殖 ,2010,(6).

[4] 孙 文 .畜 牧 技 术 在 基 层

推 广 中 的 问 题 与 建 议 [J]. 兽 医 导

刊 ,2020,(11).

[5] 其其格 . 草原畜牧业降成本

提 效益问题研究 [J]. 当代畜禽养殖

业 ,2020,(9).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社会

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 ：张捷

INDUSTRY 产经 2021 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