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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农领办〔2023〕6 号

关于印发唐河县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补助政策实

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重大动物疫情控制委员会有关

单位：

根据《南阳市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补助政策改革实施方案》要

求，结合我县实际，修订完善了《唐河县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补助

政策改革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并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街道务必高度重视，加强组织

领导，结合本辖区畜禽养殖实际情况，完善细化措施，确保辖区

内规模养殖场全面推行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府招标采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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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免疫疫苗停止供应规模养殖场。

二、强化经费保障。县农业农村部门要积极协调财政部门，

及时落实本级强制免疫配套经费，制定强制免疫“先打后补”补

助资金直补到户的相关程序和流程，确保资金顺利拨付到位。

三、强化信息支撑。我县统一采用全国“动物疫病强制免疫

管理”系统“牧运通”微信小程序实施。养殖场完成强制免疫疫

苗免疫接种后，借助手机 APP、小程序等信息化手段，据实填报

强制免疫疫苗使用量和畜禽饲养量，扫描疫苗二维码、上传疫苗

包装照片等信息。各乡镇、街道要明确专人负责管理系统原始数

据的审核把关，指导养殖场户规范填报、上传。县畜牧发展中心

要依托国家强制免疫效果监测评价规范和信息管理模块数据格

式规范，加强技术指导服务。

四、完善支持政策。依据农业农村部修订的《兽用生物制品

经营管理办法》及河南省相关配套政策，畅通强制免疫免疫苗经

营渠道，保障“先打后补”改革顺利推进。支持鼓励发展兽医社

会化服务组织。积极探索强制免疫“先打后补”与病死畜禽无害

化处理、养殖保险联动机制统筹推进，切实提升养殖场参与强制

免疫“先打后补”的主动性。

五、加强宣传培训。加大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解读、

宣传力度，采用发放告知书、明白纸、张贴公告、微信宣传等方

式确保养殖场户应知尽知。通过线上线下举办培训班等形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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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对“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管理”系统和“牧运通”微信小程序的

操作培训，实现“自主申报、在线审核、直补到户”。

六、强化监管调度。县农业农村局及各乡镇、街道要加强监

管力度，监督规模养殖场健全各项防疫制度，落实综合防控措施，

对养殖场采购的强制免疫疫苗扫码入库、免疫注射、免疫效果监

测等相关信息资料上传进行线上线下同步审核。加强政风行风建

设,防范廉政风险，严肃查处疫苗采购、使用过程中以单位或个人

名义“吃拿卡要”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强化跟踪调度，及时发现

解决问题，及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确保我县“先打

后补”工作规范有效开展。

2024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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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河县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补助政策实施方案

按照《南阳市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补助政策改革实施方案》要

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思路

着眼于化解强制免疫补助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与风险，巩固并提升强制免疫效果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树立“生

产者防疫、受益者付费”理念，支持市场机制在强制免疫疫苗经

销、采购、免疫服务等环节起决定性作用，加快建立富有活力、

高效规范、监管有力的强制免疫补助政策实施机制。

二、目标任务

促进免疫责任明晰化，落实养殖场户防疫主体责任，谁生产

谁负责，谁受益谁付费；实现免疫管理信息化,推行强制免疫疫苗

补助“自主申报、在线审核、直补到户”。全县所有的规模养殖

场户实现“先打后补”，政府招标采购强制免疫疫苗停止供应规

模养殖场；2025 年，逐步全面取消政府招标采购强制免疫疫苗。

三、经费来源

以中央和省财政按照畜禽饲养量、绩效评价等因素切块分配

给我县的补助资金为主，包干使用，不足部分由县级财政和养殖

场户共同承担，比例为：中央和省财政 50%、县财政 20%、养殖

场户 30%。

四、补贴病种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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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补贴病种

我省规定的强制免疫病种（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

刍兽疫、布鲁氏菌病）。

（二）补贴标准

依据申报规模养殖场畜禽存栏量，以省级政府统一招标采购

疫苗的平均中标价格为参照，结合我县实际情况确定，具体标准

为：

高致病性禽流感疫苗，每毫升补助 0.15 元；

猪口蹄疫疫苗，O 型 A 型二价灭活苗每毫升补助 0.5 元，O 型

A 型二价合成肽苗每毫升补助 1.0 元；

牛、羊口蹄疫疫苗，O 型 A 型二价灭活苗每毫升补助 0.5 元；

小反刍兽疫疫苗，每头份补助 0.3 元；

布病疫苗，S2 株每头份补助 0.25 元，M5-90△26 株每头份补

助 1.0 元，Rev.1 株每头份补助 1.5 元，A19 株（奶牛）每头份补

助 10 元。

(三)核算标准

1.畜禽数量核定

猪、牛、羊、禽：以免疫数量和疫苗使用量为主，参考出栏

产地检疫数和无害化处理数。

2.免疫频次核定

(1)高致病性禽流感(H5+H7)。蛋鸡年度 2 次，肉鸡、青年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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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1 次，其他禽参考此标准。

(2)口蹄疫(0 型+A 型)。猪年度 1 次，奶牛、自繁自养肉牛年

度 2 次，短期育肥肉牛年度 1 次，羊年度 2 次。

(3)小反刍兽疫，羊年度 1 次。

(4)布鲁氏菌病，牛、羊年度均为 1 次。

3.疫苗用量的核定

按每种疫苗一次免疫标准用量核定。

五、申报条件

（一）申报规模

生猪存栏 300 头或年出栏 500 头以上，奶牛存栏 100 头以上，

肉牛存栏 100 头或年出栏 50 头以上，羊存栏 100 只或年出栏 100

只以上，蛋鸡存栏 2000 只以上，肉鸡存栏 5000 只或年出栏 1 万

只以上。其它畜禽规模标准参照执行。

（二）相关要求

申报养殖场应依法做好动物疫病强制免疫，按照国家和省、

市、县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要求，对本场畜禽实施程序化免疫，

保证所有畜禽“应免尽免、不留空档”。加强生物安全管理，健

全各项动物防疫制度，落实免疫、消毒、无害化处理等综合防控

措施，依法依规对病死畜禽进行无害化处理。规范填写养殖档案、

强制免疫疫苗台帐、免疫档案、无害化处理台账等，存档备查。

自觉接受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及属地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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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街道的监督检查；积极配合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做好动物

疫病采样、监测、流调等工作。畜禽出栏前，依法向动物卫生监

督机构申报检疫。

申报养殖场应主动加强本场畜禽免疫效果检测，每半年开展

1次强制免疫疫苗免疫效果评价，每次检测样品家禽不少于30份，

家畜不少于 20 份，要兼顾场内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并根据免疫

抗体水平及时进行补免补防，确保免疫抗体合格率达到国家要

求。按规定采购、使用国家批准的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

反刍兽疫、布鲁氏菌病疫苗，并仅限本场使用，严禁转让和倒卖。

据实填报畜禽补栏、出栏、检疫等信息，及时报送疫苗采购、使

用等信息，一经核实存在虚报、瞒报、谎报等问题，取消补贴资

格。

六、实施程序

（一）自愿申报

规模养殖场在“牧运通”微信小程序上注册和填报强制免疫

“先免后补”申请，并按要求如实填写相关养殖信息。网上提交

申请的视为自愿实施“先打后补”，对规模条件范围内未申请的

视为放弃“先打后补”，且停止供应政府采购强制免疫疫苗。

（二）资质审核

乡镇、街道管理员收到网上申请后，对养殖场申报资料进行

初审，符合要求的予以审核通过，对异常情况及时组织现场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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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管理员对申报资料进行终审，对审核通过的名单进行公开公

示，及时告知养殖场，同时督促其自主开展强制免疫工作。

（三）免疫管理

通过审核的规模养殖场自行选择购买国家批准的强制免疫

疫苗实施免疫，做到应免尽免，免疫密度达到 100%。实时上传补

栏、出栏、疫苗采购、免疫数量、疫苗使用量、疫苗瓶二维码、

疫苗包装等信息。规模场主动定期开展强制免疫的免疫效果评

价，并及时上传抗体检测报告，按要求提交补贴申请。

（四）抽检核实

将强制免疫情况与产地检疫、财政补助等政策措施挂钩,各乡

镇、街道及县农业农村部门结合春防秋防、包村包场排查、入场

采样监测等工作,定期抽查核实强制免疫疫苗使用量、畜禽饲养

量、检疫出证量等数据的一致性。对不按规定要求进行免疫的养

殖场户,其饲养畜禽在检疫申报时不予受理，不予发放补助。县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每年按照不低于辖区内直补场总数 20%的比

例，对直补场免疫效果进行随机抽检复核，并将抽检复核结果录

入信息系统。对抽检免疫效果不合格场（平均抗体合格率低于

70%），经补免重新按要求采样送检，检测合格的方可申请补助，

所需费用由养殖场承担。补免后抗体检测仍不合格或不按规定补

检的按放弃申请补助处理，不予受理其补助申请。

（五）补贴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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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农业农村部门结合国家兽药产品追溯信息系统数据、畜禽

养殖数量及强制免疫情况、强制免疫效果监测评价、产地检疫等

凭证对补贴申请进行审核，对弄虚作假和信息异常且无法提供有

效佐证材料的按审核不通过处理。对通过审核的规模养殖场名

称、补助畜禽数量及补助资金及时进行公开公示，公示无异议后

把补贴资金直接拨付到养殖场。

七、监督管理

（一）县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对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先打后

补”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部门协作，切实保障工作顺利实施。

建立强制免疫情况与产地检疫、财政补助等政策措施挂钩机制，

确保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应免尽免。

(二)各乡镇、街道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组织辖区内养殖场

户依法开展强制免疫，健全管理机制，明确专人负责，量化工作

任务，明确审核要求，对养殖场户“先打后补”工作开展初审，

确保信息真实有效。

（三）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要结合市、县动物疫病监测

和流行病学调查计划，重点加强对“先打后补”规模养殖场的监

测和评估，及时掌握养殖场免疫状况，确保免疫密度和质量。

（四）县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要重点加强对“先打后补”规模

养殖场的巡视监管，加强对养殖场户养殖档案、免疫记录、疫苗

合规性、检测报告真实性等情况的监督检查，监督其依法履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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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免疫义务，健全各项防疫制度，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强化产地

检疫，严查免疫记录，未按规定开展强制免疫的，一律不得出具

检疫证明。

(五)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要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执法力

度，采取查阅养殖档案、接受群众举报和部门移交等方式，广泛

征集违法线索，对不按规定开展畜禽强制免疫、倒买倒卖疫苗、

弄虚作假套取国家资金等违法行为，要从严从重依法严厉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