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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办牧〔2024〕3 号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执业兽医

和乡村兽医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厅(局、委),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执业兽医和乡村兽

医管理办法》,规范、普及、强化执业兽医和乡村兽医继续教育,提

升兽医人员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明确兽医继续教育工作目标

立足于动物疫病防控和兽医服务实际需求,以开展继续教育

活动为抓手,促进高水平兽医人才队伍发展壮大,为保障养殖业生

产安全、助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到 2025 年底,建立规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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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资源平台,初步形成执业兽医继续教育制度框架和管理体系;

乡村兽医接受继续教育比例达到 90% 以上,提高有效应对本地常

见病、多发病的能力。 到 2030 年底,形成标准完善、机制健全、运

行高效的工作格局,实现备案执业兽医、乡村兽医继续教育全覆

盖,兽医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

二、建立新型执业兽医继续教育体系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根据农业农村部有关工作安排,

具体开展新型执业兽医继续教育体系建设,统筹推进“五个一”重

点任务。 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协助做好继续教育机构遴选和专家

推荐等工作,组织、引导执业兽医接受继续教育。

(一)搭建一个服务平台,实现集中规范管理。 统筹利用现有

资源,搭建执业兽医继续教育服务平台(以下简称“服务平台”),

实现对课程内容、师资力量、培训机构和学习过程等规范管理。

(二)遴选一批培训机构,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通过培训机构

自愿申报、专家工作组评比等方式,遴选出一批培训质量高、社会

效益好的继续教育培训机构,通过树立行业标杆,带动其他培训机

构逐步优化条件,提升继续教育整体质量。

(三)投放一批公益课程,满足学习提升需求。 编制执业兽医

继续教育公需课程和专业课程框架,开展培训机构提交课程的内

容评估和质量把关,选取一批优质公益性课程投放到服务平台,逐

步充实继续教育课程内容,满足执业兽医能力提升需求。

(四) 出台一套规章制度,确保流程有章可循。 明确主管部

门、培训机构、专家工作组的任务分工,规范继续教育学习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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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 制定继续教育机构和课程管理制度,明确机构和课程

的推荐条件、遴选流程和效果评价方式。 建立学时管理机制,规范

记录执业兽医接受继续教育情况。

(五)拓展一批培训模式,丰富继续教育渠道。 根据执业兽医

继续教育需求,鼓励开展学术研讨、技术交流、培训班、技能竞赛等

活动。 探索将不同形式的执业兽医继续教育活动纳入服务平台,

逐步扩充继续教育形式和渠道。

三、分级推进乡村兽医继续教育

(一)完善乡村兽医继续教育管理模式。 省级农业农村部门

要立足于不同区域畜牧业生产、动物疫病防控特点以及乡村兽医

队伍建设情况,明确继续教育培训内容、方式、规模、时间等。 要加

强管理制度建设,制定继续教育培训学时、学分制度,建立课程质

量评估、授课效果反馈等长效机制,指导做好培训合格认定和培训

记录,完善激励与考核管理。

(二)明确乡村兽医继续教育培训内容。 市、县两级农业农村

部门要结合实际确定培训重点和方向,组织实施本区域内的继续

教育工作。 培训内容应包括职业道德、法律法规、动物防疫基础知

识等基本素质培训,以及兽医临床操作、应急演练、本地重点动物

疫病防治等专业技能培训。

(三)丰富乡村兽医继续教育开展形式。 省级农业农村部门

要认真遴选培训机构和培训师资,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支持、参

与;科学设置乡村兽医继续教育课程,统筹利用好执业兽医继续教

育资源,逐步建立和完善课程体系;积极拓展线上课程共享等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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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可采用线上线下等多种方式开展培训。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每

年至少组织一次乡村兽医继续教育培训。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心每年定期举办全国乡村兽医师资培训班。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会同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

专家工作组,加强对全国兽医继续教育的业务指导。 各省级农业

农村部门制定本省份执业兽医和乡村兽医继续教育计划,加强日

常管理,在全国兽医队伍信息管理系统中关联或录入执业兽医、乡

村兽医参与继续教育情况,将继续教育情况与执业兽医年度情况

报告、乡村兽医备案管理相结合,定期汇总分析继续教育数据;广

泛开展兽医继续教育宣传引导工作,持续提升参与度。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4 年 1 月 26 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4 年 1 月 3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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