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专干工作报告总结
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报告的使用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报告
具有成文事后性的特点。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
报告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能
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疫情专干工作报告总结篇一

为切实做好新冠病毒防控工作，服从上级部门和公司的统一
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做到令行禁止，以“安全有序、
服务到位”为工作方针，切实做好20xx年疫情防控期间景区
复工复产“旅游淡季”接待，景区管理公司特拟定此方案。

一、接待时间

20xx年 3月8日—20xx年12月30日。

二、景区工作安排

随着旅游景区不断开放，在做好景区运营日常工作的同时，
按照上级有关要求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三、组织机构及职责

（一）领导小组

组 长：

副组长：

成员： 

（二）领导小组成员职能职责



（1）领导小组

工作职责：负责景区全面指挥、处理各类应急突发事件以及
游客投诉处理；负责对内外联络、协调机关后勤及对内外各
单位接待工作；负责疫情期间防控及应急处理工作；负责安
排景区各小组的日常工作，及夜间值班人员的留守工作。

（2）后勤保障综合组

工作职责：负责景区综合协调；负责景区日常工作及疫情防
控期间资料信息收集、汇总台帐建立、报送及后勤物资保障
等工作；负责指挥中心监控、视频投放工作；负责组织值班
人员填写疫情安全；若有发生安全事故（件）或应急处理的，
及时向领导小组组长或副组长汇报，由组长或副组长联系当
地医疗救护机构以及相关单位（部门）及时赶赴现场开展救
援救护和应急物资运送等工作。

（3）岗亭登记检测组

工作职责：负责疫情防控期间车辆入景区的消毒及车牌号的
登记；负责入景区人员身份的证登记、体温检测登记；负责
驶出景区车辆车牌号、人数的登记；负责出入闸机控制；负
责当天信息报送至景区接待中心综合部汇总；负责突发事件
及时报告值班领导。

（4）运输消毒巡逻组

工作职责：负责景区的日常安全巡逻检查、登记、建立台账；
负责进行景区的日常消毒、台帐建立，消毒区域包括(接待中
心、岗亭、景区所有卫生间、茶厂办公室、食堂、员工宿
舍）；负责车辆的驾驶，里程数的完成，职工的上下班接送，
应急突发事件的处理；负责岗亭登记检测组繁忙时进行支援。

（5）环卫保洁组



工作职责：负责景区接待中心室内外的清洁卫生及景区所有
卫生间和景区保洁区域的垃圾清洁卫生；负责监督检查外包
公司对景区环道的清洁卫生及垃圾处理工作。

四、夜间值班人员安排

淡季期间景区夜间定点定岗值班人数为27人

旺季员工值班表

景区范围

带班领导

班组长

疫情专干工作报告总结篇二

换届与疫情防控工作报告 为全面做好全镇村“两委”换届过
程中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根据省、市、区各级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有关要求，镇多措并举，进一步压紧压
实防控责任、落细人员分类管理、强化重点场所管控，为
村“两委”换届工作全程保驾护航。

一是压实责任明确分工。

及时召开村“两委”换届疫情防控工作会议，讲明换届过程
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
责任意识、风险意识，决不能因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放松防
控工作。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明确各村驻村领导疫情防控
领导责任，党支部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驻村干部及村社干
部直接责任。严格落实防控举措，确保换届工作与疫情防
控“两手抓、两手硬”的总体要求。



二是实施人员分类管理。

对境外回乡人员实行全面登记，分区分级健康管理。对境内
中高风险地区回乡的，提前摸排报备登记、符合防疫政策规
定的方可参加选举。按照所有参选人员、工作人员均须 14
天前进行健康申报要求，镇于 12 月 13 日收集了所有参加
选举党员健康信息，分类归类整理并进行跟踪管理。

三是加强重点场所防控。

控制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等会议频次和规模。室内场地
选择通风良好会场，入口应配置体温测试设施及免洗手消毒
液。劝导村民不扎堆围观，尽量减少人员聚集。与会人员座
位保持间隔位（80 厘米以上距离），参会人员佩戴口罩做好
个人防护。所有人员进入会场时，实行“测温+亮码”，体温
正常并且取得健康码绿码者方可进入，严格做好会场消毒工
作，重点为门把手、桌椅、扶手、卫生间及周围环境等的消
毒工作。

脱贫攻坚与疫情防控工作报告

中学疫情防控工作报告

元旦假期“疫情防控”工作报告

元旦假期“疫情防控”工作报告

疫情防控“物防”工作报告

疫情专干工作报告总结篇三

20--年初，新年的爆竹声还未响起，一场没有硝烟的疫情战
役突然打响，全国人民的心揪在了一起，关注疫情成为身边



每一个人最重要的事情。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作为一名党
员，有着一段特殊的经历。

一、初心，走上年轻的战场

一次又一次领同学们去洗手，虽然整个校园弥漫着消毒水的
味道，但是大家还是在迷茫和不解中欢快度过那一段特殊时
光。

然而在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通过电脑一“屏”之隔，大家
真切感受到武汉疫情的严重。我在家“闭关”，刷着手机，
看见无数的医生和护士主动请缨支援武汉，无论生死，不计
报酬;我发现身边的同事主动报名成为疫情防控志愿者……我
想那个无知却又幸福的自己享受着成长的安宁，三十而立的
自己在这场防疫战争中，能做些什么?于是，我义无反顾地报
了名，成为一名疫情防控志愿者，成为防疫前线上的一名战
士，成为自己心中负重前行的英雄。

二、坚持，守卫防疫的阵地

参加志愿者后，我服从组织安排，被安排在金山卫镇社区南
门居委会，负责一小区居民的体温测量。工作中才发现社区
志愿者大量缺人，一站就是五天，我所在的小区门口人流量
大、人员复杂，不仅要测体温，还要反复做好大部分老人防
控疫情的宣传工作。一天站下来腰已经疼得直不起来。有时
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小区居民为节省时间，骑着电瓶车从
测量体温处飞奔而过，我们秉承着“不放过一个，不漏掉一
个”的测量原则，弓着腰也要追过去帮他测量，让所有人都
安心。虽然开头出现多次“追赶”现象，慢慢地，大家都明
白了门口志愿者体温测量工作的严格，也都没有了侥幸心理，
大家积极配合。

五天当中连着三天是阴雨天气，风呼呼地刮着耳朵生疼，我
耳骨较软，耳朵被口罩拉绳勒扁了，耳朵耷拉着直不起来，



口罩反复掉下来，需要用手去扶着耳朵，一天志愿者工作结
束后，耳朵早就失去了知觉。

志愿者过程中，最难以克服的还是心理这一关。做志愿者时
的每一天晚上都是煎熬的，想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想着病毒
的潜伏期，想着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担心受怕让宁静的夜
晚异常地漫长!但是第二天闹钟一响，仍然奔跑在小区门口，
守卫着这一方“阵地”。因为我们站在小区门口忙碌的身影，
很大程度上给了居民们一份心安，一份保障!

三、祈盼，共享樱花烂漫时

志愿者活动中也收获了很多感人瞬间，叔叔阿姨的一句“谢
谢你们，你们辛苦了!”爷爷奶奶的一句称赞“有你们在，我
们放心多了!”一位阿姨，我都好没来得及看见她的样子，只
看见突然被塞到手里的袋装豆浆，听到一句：“我的一点心
意!”转身就没了人影。我为陌生人守护，陌生人为我送上关
心。灾难面前，温暖在人与人之间心头荡漾。

志愿者活动结束后，我严格要求自己要居家隔离。宅在家里，
不忘教书育人的本职使命，我开始进行紧锣密鼓的备课，对
家长和孩子疏导心理和答疑解惑，为接下来的“停课不停
学”网络教学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花从春走过，留下缕缕芳香;叶从夏走过，留下片片荫凉。在
这个战“疫”中，每个人留下了战斗的痕迹，我们都在自己
的岗位上奋斗过，在自己的战场上拼搏过，相信我们一定能
奏响胜利的凯歌，吹响平安的号角。

听说武汉大学的樱花很美，期待那里的人们能共享樱花烂漫
时……



疫情专干工作报告总结篇四

澄城县地处渭北旱塬，辖九镇一办，全县人口40万，农村人
口8万多，耕地面积70万亩，主导产业有苹果，生猪。近年来，
由于政策的不断出台，政府的持续引导，扶贫工作的深入推
进，农村产业种类和结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作
物的面积也不断增加，大棚蔬菜，花椒，樱桃等产业不断扩
大，带动部分农户收入较快增长。20xx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10879元，比上年增加941元，增速9.5%。

1、全县产业已经基本形成沟北种植业以中晚熟苹果为主，辅
助有粮食及其它经济作物，沟南以梨、桃、葡萄等杂果类为
主，其它大棚为辅。县中以经济大棚为主。但纵观全县产业，
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程度依然较低。一是合作社带动效能并
不突显，部分合作组织制度不健全，管理不规范，服务功能
不强，社员与合作社之间缺乏凝聚力，管理跟不上，产品规
模小，市场分散，难以发挥合作社抱团效应。以极少的人管
理较多的地这种现象还并不多见，家庭农场也没有形成可持
续发展的良好态势，农业总体效能还没有发挥全面，投入产
出比较大。二是农产品精深加工不足，各类农产品知名度不
高，市场占有率小，产业链条短，缺少大型龙头企业带动，
绝大多数农产品仍然以卖原料为主，即使是简单的清洗、分
装、预冷、储藏、加工也很少。三是规模化基地设施建设不
配套，全县还有部分乡镇尽管果园面积很大，但是由于果园
基地水、电、路、渠基础设施不配套，抗拒自然灾害能力低，
发挥不了示范推广，宣传带动作用，造成发展后劲不足。四
是品牌创建意识淡薄，品牌效益不明显。一些企业和部门对
品牌建设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投入不够，还未形成抓品牌
建设的强烈愿望和紧迫意识，知名品牌少，产品规模小，市
场分散，难以形成培育品牌的合力，农业品牌培育力度不够，
知名品牌总量少，销售渠道主要以线下为主。对于乡村电商、
现代农业示范区、现代工业强镇、新型经营主体等的培育和
建设力度更是很小。五是果业生产标准化程度不高，造成产
品质量不高，且果品基地“三品”认证面积较小，商标注册、



管理、品牌使用方面还不太规范，品牌效益不明显。

2、乡村人才较少，制约着农业产业向好发展。全县农村人才
匮乏，大多以留守老人和妇女为主从事农业生产，平均年龄
在45岁以上，他们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竞争的能力明显不
足，尤其表现在对农业生产技术运用方面，新信息掌握方面，
对市场行情的把握方面，农产品品质提高方面等等。这就直
接导致了农业供给侧改革进展缓慢，农产品质量难以提升，
规模化生产进展缓慢，先进技术很难普遍运用，农业产业短
时间内很难兴盛。一是乡村人力资源匮乏，人才队伍结构欠
佳。我县乡村实用人才存在老化，弱化和退化的三化现象。
从年龄结构上看，45岁以上的占比较多，35岁以下的乡村实
用人才较少，缺乏后备力量，文化程度不高，我县乡村实用
人才学历层次较低，人才分布不均衡。二是人才队伍总量不
足。我县乡村存在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劳动力以
自发进城务工或经商的方式大量外流，有许多在外闯出天地
的人从此留在了城市，基本不回村，同时，随着城镇化建设
的迅猛推进，城市的发展理念，生活环境，基础设施，教育
资源，公共服务等要素不断吸引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人力资
源双要素匮乏，致使乡村发展中人才短缺的问题日益显现和
突出。三是缺乏完善的激励机制。当前乡村对现有的实用人
才缺乏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特别是优秀的乡村实用人才没
有得到相应奖励。同时，电视，网络，微信，报纸等各类媒
体对乡村实用人才的典型事例报道较少，影响了乡村实用人
才的积极性。

3、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就是要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
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在保护传
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
更好满足农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但目前家风淡泊，民风不
朴，乡村文化底蕴正在流失，人的思想不能跟时代所要求的
同步，对推动乡村振兴是极为不利的。

4、从全县整体来看，农民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落后，生活污



染、生产污染较大，农民生活观念和生活作风守旧，存在有
新房没新村，有新村没新貌的问题。加之未脱贫人口多为无
劳动能力、残疾、长期慢性病等救助型为主的深度贫困群体，
贫困户自身脱贫能力较低，社会兜底任务较重。

5、乡村生态环境欠佳。一是部分群众的生态环境保护认识不
到位。随意丢弃生活、生产废弃物，到处排放污水等陋习短
时间内难以改变，致使“脏、乱、差”现象难以彻底根除。
二是乡村环保基础设施落后的局面依然存在。乡村环保基础
设施建设总体上处于落后状态，大部分乡村没有建立有效的
生活垃圾，污水收集处理设施，部分水利设施老化失修严重，
对水源地保护和生态环境改善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三是农业
废物综合利用率低，畜禽养殖污染日益加重。大棚蔬菜，地
膜覆盖已在广大乡村大量使用，对土壤质量构成污染，农作
物秸秆利用方面，仍大量存在焚烧秸秆现象，是造成大气严
重污染重要来源之一。在畜禽养殖过程中，农户散养和小规
模养殖占主体，畜禽粪便随意堆砌排放，基本未做无害化处
理及肥料化利用，对环境造成很大的污染。

1、大力发展农业产业，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三大体系”。坚
持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为抓手，
不断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形成功能齐
全、结构合理、特色突出、层次鲜明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
一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在稳定粮食产量的同时，大力
发展畜牧养殖，积极发展果蔬园、自采园、农家小院等休闲
农业，努力培育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努力打造区域特色鲜
明、辐射带动能力强的产业集群，着力构建粮经饲兼顾、农
牧特并举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二是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严格坚守耕地红线，坚持绿色生产，积极发展有机、绿色、
无公害农产品基地，从源头上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大力推
进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推行节水节肥节药的绿色生产模式；
着力完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三



是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积极吸引有实力、懂技术、会管
理的优秀人才参与农业经营，大力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着
力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体
系，努力让农民在创新经营中更多受益。四是进一步做大做
强龙头企业。按照扶持大龙头，狠抓深加工，拉长产业链的
发展思路，认真落实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各项政策，增加
对农业产业化的资金投入，积极推进农产品产地加工和精深
加工，倾力打造具有澄城特色的“农”字号食品品牌。五是
突出抓好品牌农产品生产标准、加工标准、流通标准和质量
安全标准建设，建立健全从农田到餐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
溯体系和监管体系，为品牌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2、加大人文建设，推动乡村振兴

推动人才振兴，就是要通过留住一部分农村优秀人才，吸引
一部分外出人才返乡和一部分社会优秀人才下乡，以人才汇
聚推动和保障乡村振兴，增强农业农村内生发展能力。一是
鼓励有志青年下乡发展、返乡创业，带动群众致富；二是大
力发展新型职业农民，加强职业培训，培养出爱农村、懂技
术、善经营的新型农民队伍；三是通过政府正向奖励，正向
宣传，让优秀人才特别是创新能力强，对周边农户有较大作
用的乡村人才被社会所认可，很大程度上调动农村人才的创
业创新智慧和热情。四是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合理制定实
施村干部培养规划，拓宽村党组织书记选拔途径，保障和提
高村组干部待遇，激发他们干事创业的热情，真正发挥“头
雁效应”。

3、促进乡村文化建设，推进乡村振兴。

一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重塑乡规民约，弘扬公序良俗，
遏制社会不良风气，改善邻里关系，净化乡村风俗，发展新
乡村文化，形成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文化新局面；二是将
乡村经济振兴与文化振兴结合起来，在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



化资源中找到经济振兴的文化增长点，重点是以旅游业带动
城乡融合发展，把城市消费者对美好乡村的向往需求与乡村
供给结合起来；三是挖掘乡土文化人才，提高乡村社会文明
程度，保护乡土风情、传统村落等，让乡土文明在新时代城
乡融合发展中绽放新的活力；四是抓好“三治”：抓好德治，
不断提高村民思想道德水平；抓好法治，让村民知法、懂法、
守法；抓好自治，村民要加强自主管理、自主经营、自我学
习，不断提高整体素质。

4、加强环境治理，推进乡村振兴。

一是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和垃圾分类及无害化处理。二是
加强污染治理，减少农药化肥使用，发展绿色农业。三是深
入开展乡村环境整治。巩固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开展农
村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加强农村面源污染治理，深入推进
农药化肥零增长行动，完善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使用制度。

5、加强扶贫治理能力，推进乡村振兴。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其中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重
点。强化扶贫治理，提高扶贫质量，让农民富起来是带动乡
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指标。要进一步加强监察治理，进一步完
善乡村基层组织，实现乡村从“熟人社会”到“规矩社会”
的转变。

疫情专干工作报告总结篇五

今日小区门岗共检测_人，暂时未发现异常人员。

今日未接到湖北籍返回小区业主。

截止至今日，长期居住小区湖北籍的业主有_户，从本市返回
小区湖北籍的业主有_户(我司已将实情反馈至房管局)。



我司针对小区所有湖北籍业主一一做电话回访，登记实情，
暂时未发现异常。

二、公告区域防疫工作汇报：

1.今日对小区_部电梯消毒_次，每天对电梯按钮进行多次擦
拭，对_个大堂消毒一次，公共区域及楼层消毒一次，地下车
库消毒一次。

2.每天对小区垃圾桶进行消毒清洗，对公共的设施设备进行
消毒擦拭。

3.小区大门口及大堂公共栏粘贴疫情温馨提示及广播宣传，
提醒业主相关注意事项及戴口罩，勤洗手等。

三、员工内部防控情况

今日上岗员工_人，暂时未发现异常人员。

四、湖北武汉籍或近期到过湖北人员烦请到门岗值班人员处
进行登记。

五、如发现任何疑问，请致电物业服务中心：___

预防疾病，人人有责!全民防范，众志成城!

__物业服务中心

2020年02月_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