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 农办 畜发[2024) 42号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辽宁省
  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先打后补’’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农业农村局、沈抚示范区社会事业局，省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为深化强制免疫政策改革创新，全面推进规模养殖场（户）

强制免疫疫苗“先打后补”工作，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深

入推进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补助政策实施机制改革的通知》(农办

牧[2020) 53号）等要求，我厅组织制定了《辽宁省动物疫病强

制免疫疫苗“先打后补”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主动公开）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4年 1月 31日



辽宁省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先打后补”
    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推进规模养殖场（户）强制免疫疫苗“先打后补”工

作，有效落实规模养殖场（户）动物防疫主体责任，在总结全省

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前期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本方案。

  一、思路目标

  树立“生产者防疫、受益者付费”理念，督促养殖场（户）依

法履行动物防疫主体责任，自觉开展畜禽强制免疫工作。通过“自

主申报、线上审核、直补到户”的方式，全面推进规模养殖场（户）

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提高动物防疫补助资金使用效益和重大动

物 疫 病 防控 效 果 ， 全力 保 障 我 省畜 牧 业 高 质量发 展。

  二、补助内容

    （一）补助病种。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布鲁氏菌病、

小反刍兽疫。

    （二）补助条件。一是依法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养殖规模达到《辽宁省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备案管理办法》(辽

动卫发[ 2007)  119号）规定，即：生猪存栏量500头以上；牛存栏

量50头以上；鸡存栏量1万只以上；鸭鹅存栏1000只以上；羊

存栏量200只以上，以上包含本数。其它畜禽的养殖规模标准由

各市确定。如农业农村部出台畜禽养殖场（户）规模标准，以农

业农村部规定为准。二是白行采购符合，本地免疫方案耍求、经国

家批准使用的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疫苗产品信息可在中国兽

药信息网“国家兽药基础信息查询”平台“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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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查询），并实施程序化免疫或向第三方购买免疫服务，对所养

畜禽完成本地规定的全部病种的免疫，且抗体检测合格。三是在

规定时限内主动提出申请且证明材料齐全。

    （三）补助标准

    补助标准。高致病性禽流感：种禽、蛋禽等每羽不超过0.5元，

肉禽每羽不超过0.1元。口蹄疫：种猪每头不超过3.3元，育肥猪

每头不超过2.3元：奶牛每头不超过2.9元，肉牛每头不超过2.3元；

羊每只不超过1.5元。布鲁氏菌病：肉牛每头不超过1.3元；羊每只

不超过0.3元。小反刍兽疫：羊每只不超过0.4元。各地可根据实

际细化补助标准。

    补助数量。商品畜禽数量以辽宁省动物卫生信息追溯平台中

出栏检疫数量为主要依据，种畜禽、奶畜和蛋禽数量以年末存栏数

量为主要依据，结合疫苗使用数量、强制免疫数量等综合认定（也

可参考直联直报系统数据）。必要时，据实核算。未达到免疫日

龄的仔猪、犊牛、羔羊和雏禽，暂不纳入补助数量申报。

    补助金额。补助金额=补助数量*补助标准。

    三、补助程序（参考）

    自2024年度起，资质申请和补贴申请启用“牧运通”系统。

    （一）账号注册。规模养殖场（户）通过“牧运通”填写本养

殖场相关信息，进行账号注册。

    （二）资质申请。年初，规模养殖场（户）通过“牧运通”填

写“先打后补”资质申请表，签订<辽宁省规模养殖场（户）动物

疫病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承诺书》，申请本年度“先打后补”资质。

大型（集团）养殖企业在多个县市区设有养殖场户的，由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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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分别向所在地县市区申请。

    （三）资质审核。乡镇动物防疫监督相关机构负责规模养殖

场（户）“先打后补”申请资质现场核实，县级负责规模养殆场“先

打后补”资质复审。审核合格、公示无异议后予以登记，并及时告

知养殖场（户）自主开展强制免疫工作。

    （四）免疫录入。规模养殖场（户）自行采购疫苗实施程序

化免疫或向第三方购买免疫服务。通过“牧运通”扫描疫苗包装二

维码进行疫苗入库：实施强制免疫后，及时录入强制免疫畜禽种

类及数量、疫苗的品种等免疫信息。

    （五）效果评估。按照不同病种要求，每批次免疫后1个月

左右抽样开展免疫效果评估，每次抽样数量不少于30头份，并

}．传由各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经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授权的

第j．方兽医实验字检测机构、当地市级农、此农村部门认司的企业

自建实验室等任一机构出具的，符合《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关

‘丁‘印发强免效果评价方案和智能化监测设备技术要求的通知>

（农牧便函[2021] 66号）要求的合格的免疫抗体检测报告（至

少上下半年各一次，两次检测间隔时间不低于4个月）。

    （六）补助申请。年初，规模养殖场（户）通过“牧运通”提

交上一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的补助申请，上传疫苗购

买票据、出栏检疫证明等佐证材料。

    （七）补助审核。乡镇动物防疫监督相关机构负责实地查看

并初审；县（市、区）孤山农村部I、J负责组织抽查、复核。

    （八）资金兑付。“先打后补”所需资金，由各市在动物强制

免疫补助资金中统筹安排。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组织对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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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申报的补助畜禽数量和补助金额进行核定，公示无异议的，

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将补助资金直接拨付至相关养殖场（户）。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地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明确职责分工，积极推动政策实施，督促养殖场（户）落实防疫

主体责任，确保畜禽免疫密度和免疫质量。各地结合参考补助程

序及辖区动物防疫工作实际，进一步简化补助流程，明确补助标

准和申请时限，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并于每年5月1日将

上年度“先打后补”工作总结逐级报至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二）强化宣传引导。各地要采取灵活方式，深入解读政策，

加强对基层动物防疫人员、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养殖场（户）

的培训指导，确保“先打后补”政策应知尽知、在线操作应会尽会。

鼓励发展动物防疫社会化服务组织，构建符合本地实际的兽医社

会化服务体系，有效提升工作实效。鼓励“先打后补”资金向符合

补 助 条 件 的 省 级 、 国 家 级 净 化 场 或 无 疫 小 区 倾 斜 。

    （三）强化监管核查。各地要结合春秋防、入场采样监测等

工作，定期抽查核实规模场畜禽存栏量、产地检疫量等数据；要

按照补助资金使用规范要求，加快资金使用拨付进度，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各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要定期

抽检“先打后补”规模场的免疫密度和抗体水平，发现免疫不到位

的，要责令补免，补免后仍然不合格的，不予兑现补助资金；加

强检疫监督和调运监管，促进养殖场自觉开展强制免疫。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

印发（辽宁省深入推进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补助政策实施机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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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辽农办畜发[2021] 216号）同

时废止。

    联系人：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徐炜  1 3842006161

    （邮箱Ymk02488417448@163．com）

    牧运通平台  吴池  1 5337252841

    （ 技 术 客 服 ： 4000270015    QQ同 号 ）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4年1月31日印发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