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业防汛工作总结(通用5篇)
总结是把一定阶段内的有关情况分析研究，做出有指导性的
经验方法以及结论的书面材料，它可以使我们更有效率，不
妨坐下来好好写写总结吧。相信许多人会觉得总结很难写？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总结书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
欢。

物业防汛工作总结篇一

自今年进入汛期以来，防洪度汛形式日益严峻，为确保施工
顺利进行和施工现场的安全度汛，总监办以及所辖各施工单
位提早进行重点部位的`防汛准备和汛期工作计划安排，制定
切实可行的防洪度汛措施，现就防洪度汛工作总结如下：

在总监办和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贯彻“安全第一、
常备不懈、以防为主”的方针，强化防汛责任意识，做到早
筹划、早安排，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把汛期安全防护
工作做为重点，抓紧、抓好、常抓不懈，确保汛期安全无事
故。

防洪度汛的基本目标是：在确保施工安全、施工质量的基础
上，推进整个工程项目施工的有序、顺利进展，确保工程安
全度汛，不发生工程安全与施工安全事故。

1、强化防汛责任意识，明确防汛职责、责任范围。在防洪度
汛期间，把防洪度汛与工程施工做到同部署、同检查、同考
核，在确保安全度汛的前提下，推进现场施工的有序进展。

2、认真落实以领导负责为核心的各项防汛责任制，总监办成
立了以庞戈为组长的防汛工作领导小组，重点抓好“组织领
导、制定措施、落实任务、督促检查”四项工作，做到组织
到位、人员到位、措施到位，做到有备无患。



3、督促施工单位制定有效可行的防汛应急预案，组建防汛组
织机构，落实职责，建立防汛值班、施工区雨前雨后巡查制
度，组建防汛抢险队伍，并进行相关知识教育培训及预案演
练。

4、督促施工单位制订和落实主要防汛项目施工进度、施工措
施、汛期工料存储，要求施工单位针对不稳定部位加强安全
监测工作并按设计要求完成防汛项目施工。

1、汛期，总监办始终把施工安全管理和防洪度汛工作结合在
一起，组织由业主参加的联合安全与防洪检查组，对各工程
项目施工安全和防汛工作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施工单位按照
时间要求完成防汛项目施工，对重要部位防洪度汛措施召开
专题会进行审查和协调。

2、总之，在以庞戈为组长的正确领导下，总监办认真履行职
责和施工单位积极落实，圆满完成本年度的防汛任务，确保
施工现场安全度汛及有序顺利进行。

物业防汛工作总结篇二

xx年朝阳路街道办事处的防汛抗旱工作在区河道管理局、区
防汛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在辖区配属单位及下沉党员的积
极配合和支持下，圆满的完成了今年防汛抗旱工作的各项工
作任务。今年防汛工作我们做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领导重视、 方案落实自接到上级关于开展汛前检查工作
的文件后，街道党工委高度重视、并及时召开防汛工作会议。
第一时间上报汛前检查表，及时调整朝阳街道防汛指挥部领
导小组名单并制定20xx年朝阳街道长江防汛抗洪应急方案。

二、组织健全、物质落实朝阳街道防汛指挥部设在柳林洲拆
迁指挥部，同时在防汛指挥部健全大堤示意图和相关制度，
制定值班表，将救生衣、铁锹、照明灯、雨衣、雨鞋等各类



防汛物资按区防指要求数量配备到位。

三、巡堤查险、人员落实自5月1日开始，街办、社区共100余
人进行排班值守，并按上级要求进行全天24小时值班及巡堤
查险。并且召开辖区配属单位的防汛工作会议，确定了应急
队伍和夜班值守队伍，汛期以来共计1200多人次投入到防汛
值班及大堤巡查。

四、专项检查、责任落实接到区防汛指挥部关于水井清查的
通知后，街道组织社区对大堤1000米范围内水井数量、位置、
类型及使用情况进行排查，经排查摸底朝阳街道共有水空调
井33口，在对每口井明确了汛期防守责任人。并将清查结果
登记造册、经审核后盖章上报直属分局，并且做到每日巡查，
每日上报。

五、应急防汛、认真落实7月19日接上级通知要求上2线劳力
并全天24小时值班。朝阳街道迅速在长江大堤搭建帐篷2顶，
制定排班表、2巡查表、值班人员交接表、巡堤查险记录表等，
白天安排社区召集党员志愿者、夜间安排配属单位按照上级
要求进行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险，排查问题并及时上报。

20xx年的防汛工作虽然已经告一段落，但是防汛工作还远远
没有结束。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根据上级的总体部
署和要求，及早动员，及早部署，层层检查，狠抓落实，不
松手不停步，常抓不懈，不折不扣地把防汛抗旱工作作为一
项长期工作来抓，做到依法治洪、依法治水，为经济社会事
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物业防汛工作总结篇三

今年来，防汛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防
汛部门的关心指导下，紧紧围绕2015年防汛工作总体思路和
总体目标，牢固落实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坚持加强监测预
警、强化责任落实、科学合理调度，坚持提前转移群众、及



时抢险救灾，使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确保了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现将2012年度防汛抗旱工作总结
如下：

一是思想早动员。汛前加大防汛工作的宣传力度，通过电视、
广播、组织培训等形式，让全县干部群众能够树立洪患意识，
提高全民的防灾避灾能力，对洪涝灾害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性。
3月12日，县委、县政府召开了全县防汛工作会议，参加会议
的有县分管领导、县防指成员单位负责人、各乡（镇）政府
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各乡（镇）水利员、小型水库安全管
理员、私营水电站负责人等150多人，会上传达了全市防汛工
作会议精神，全面部署了2012年全县的防汛抗旱工作。

二是汛前早检查。20xx年2月中旬，县防指充分抓住汛前有利
时机，组织技术干部，由县水利局领导带队，对全县各乡
（镇）汛前准备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重点检查了全县重要
堤防、小（2）型以上水库、重点山塘、新建在建水利工程、
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各项防汛准备工作落实情况。针对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现场下达了整改通知，各乡（镇）在3月下旬前
全部整改落实到位，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确保各类水工程
安全度汛。

三是预案早修订。3月份，县防指制定下达了全县20xx年各类
水库的度汛方案。同时，县、乡防办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水
利工程特性改变等因素，及时对《防汛抗旱应急预案》、
《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等各类预案进行了修订、完善，切实
提高各项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四是物资早准备。汛前，县防指制定下达了县、乡两级防汛
物资储备任务，全县共落实了铅丝2吨、水泥50吨、编织袋5
万条、块石0、5万方、沙石料1万方等防汛物资储备。

五是队伍早整训。汛前，由县人武部组织对县、乡防汛应急
抢险队伍进行了整编，县防指组建了90多人的应急抢险队和



应急救生队，各乡（镇）也分别组建了30-50人的应急小分队，
并于5月中旬进行了为期7天的冲锋舟实战演练，为我县抗洪
抢险救灾储备了更多的专业人员。

一是加强领导，全面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制。县委、县政府高
度重视防汛工作，切实贯彻落实了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
的各项防汛抗洪责任制，并把行政首长负责制贯穿到防汛抗
洪工作的全过程。县委、政府重要领导对防汛工作多次作出
重要批示，多次亲临县防办及各乡镇检查指导工作。汛前，
县防指及时充实调整了县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各乡（镇）在
汛前也相应调整充实了乡（镇）防汛抗旱指挥部，由乡（镇）
长担任指挥长，分管水利工作领导任乡镇防办主任。县防指
通过县广播电视台的有线电视网络，将全县各类水库的行政
责任人、技术责任人、管理责任人等信息进行公示，接受群
众监督。

二是突出重点，确保各类工程安全度汛。汛期，根据省市相
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多次对全县所有水库、水电站、
山塘等各类水利工程及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尾矿库、尾沙
坝、危旧房等防汛重点部位进行全面排查，消除安全隐患。

三是及时预警，积极开展山洪地质灾害防御。今年来，县防
指多次组织水利、气象、水文、矿管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防
汛会商会议，分析水情、雨情，并依托“山洪灾害预警系
统”这个平台，建立了由县到乡、乡到村、村到组、组到户
的预警信息传递机制。根据预警系统监测，当遇有超警戒雨
量时，县防办及时通过山洪灾害预警系统短信群发平台向县
防指成员单位负责人、乡（镇）防指责任人、小型水库安全
管理员发布预警信息，村、组防汛责任人再根据《山洪灾害
防御预案》规定的预警方式向危险户发布预警信息，从而形
成一个系统的群测群防网络体系。

四是强化管理，不断提高人员业务技术水平。制定了水库安
全管理员考核管理办法，统一印制了《县小型水加安全员手



册》发放到水库安全管理员手中，强化了对水库安全管理员
巡查观测、查险、报汛、水库日常管护等工作的督查和考核。
县防办和县水利局于3月12日，对全县乡（镇）防办专职人员
和小型水库安全管理员进行了针对性的业务技术培训，培训
内容包括：乡镇防办工作内容和要求，水库安全管理员的工
作职责及工作内容，水库日常巡查的要求和方法，水库可能
发生的险情种类和应急处置措施等。

五是严肃纪律，确保防汛抗旱工作有序开展。今年入汛以来，
我县多次对乡（镇）防办防汛值班工作进行督查，对督查中
发现的问题，要求有关乡（镇）制定措施并限期整改。确保
防汛24小时值班制度和领导带班制度落到实处。

六是加强小型水库安全管理。根据市政府防汛工作要求。在3
月全面完成了小型水库“四保障”工作，共修通上坝公路6条，
建设水库管理房34座，扩降溢洪道2麻，50座小型水库全部储
备了现场抢险物料。

总结回顾今年我县的防汛抗旱工作，在上级防汛抗旱指挥部
门的关心支持下，通过全县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全面完成
了全年的防汛抗旱工作总目标。但是纵观全局，仍然存在着
一些不足。一是乡（镇）乡镇防办虽然成立了机构，但是除
水利员以外，其他工作人员均属兼职，导致乡镇防办工作人
员不够稳定，业务水平参差不齐。水利员既要负责做好防汛
工作，还要参与乡镇其他中心工作，日常工作任务非常繁重，
一定程度影响了防汛抗旱工作的开展。二是乡（镇）财政较
为紧张，防汛抗旱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无法满足新形势下工
作所需，建议上级加大防汛抗旱专项经费的扶持力度。

在今后的防汛抗旱工作中，我们将认真总结工作经验，扬长
避短，努力做到在思想上一丝不苟，在责任上一环不漏，在
措施上一抓到底，在指挥上一着不失。精心组织，统筹安排，
抢抓时间，狠抓落实，努力夺取防汛抗旱工作的全面胜利，
为实现我县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物业防汛工作总结篇四

20xx年即将来临。新的一年意味着新的起点新的机遇新的挑
战、“决心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一定努力打开一个工
作新局面，在20xx年，更好地完成工作，扬长避短，现总结
如下：

克服困难认真地成了管委会交办的20xx年雨季前雨、污清淤
工作为，20xx年安全度汛提供了安全保障。认真执行防汛预案，
切实做到“雨声就是命令”的指导思想，加强汛期管理，做
好汛期巡查工作，及时到达区内易产生内涝地点进行排
险，20xx年安全度汛。

努力同高新区道路设施数字化管理中心和单位巡查人员默契
配合，在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节省资金，克服单位人员少车
辆少的实际情况，发扬“车少用私家车调节，人少管理人员
上一线”的原则，全年共及时维修雨、污水检查井188座，雨
水收水井196座；及时更换、维修雨、污水检查井盖197个，
雨水收水井盖267块。大范围改造高危检查井414座。克服重
重困难完成了市政府交办的东区雨水砖渠专项工程；完成了
西区抽运污水项目，极大地排除了重大的安全隐患。在领导
的正确指导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克服种种困难，全天候
保障过往行人和车辆安全，全年无安全事故发生。

根据国家环保要求，努力推动排水许可证办理、监管工作。
今年目前为止已发放通知100多份，审定单位8家。

认真完成各部门和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克服各种困难
努力保障排水畅通，都能做到业务熟悉不辱使命圆满完成。

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了，在新的一个里我将继续努力发扬和贯彻
“安全第一”的指导思想，为我区道路安全和谐尽自己的最
大努力。



物业防汛工作总结篇五

现将我县防汛抗旱准备等工作情况作一简要汇报，不妥之处，
请批评指正。

(一)防汛抗旱准备工作情况

1、开展了汛前检查。3月9日，县防指发出了《关于认真做好
防汛抗旱准备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切实做好防汛抗旱的
各项准备工作。3月27日至4月6日，共派出四个检查组，在各
地自查的基础上，对全县主要度汛工程进行了为期10天的.实
地检查。对检查情况发出了通报，对影响度汛安全的7项重点
水工程逐项发出了《水工程安全度汛通知书》，指出问题，
提出措施，明确责任，限期完成。在规定的时间内，对7项影
响度汛安全的重点水工程及时进行了处理，结果已上报县防
汛办。

2、落实了防汛抗旱责任制。按照“谁检查、谁负责”的要求，
对三千亩以上圩堤和52座水库逐个建立了汛前检查责任卡，
明确了汛前检查责任人，落实了以责任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
为第一防汛责任人、党政班子成员为防守责任人、有关技术
人员为技术负责人的防汛班子。建立了防汛责任人通讯网络，
成立了水库防汛抢险专家组。

3、对重点险工隐患进行了处理。孚玉、破凉镇及时组织对闵
冲、油榨水库溢洪道和防水涵险情进行了加固处理，更换了
控制设备。复兴、洲头、汇口、长铺等乡镇及时对上圩角、
新洲头、五昌庙、驿里西、荆安等机站设备进行了维修改造。
两大灌区对干支渠进行了清淤、防渗、防塌处理，对涵闸等
工程进行了除险加固。沿江、沿湖地区乡镇对淤积严重的骨
干排涝干沟进行了清淤排障，山丘区对灌溉排洪河道进行了
疏浚整治。无客水地区清淤扩容当家塘近20xx口，恢复新增
蓄水能力20余万立方米。山区水毁堰石罢得到了恢复。去冬
今春，我县共完成水毁修复工程300余处，完成土石方200万



立方米，投资近3000万元。

4、修编了防汛抗旱预案。按照市防汛办要求，及时完成了51
座小型水库、三千亩以上的《防汛抢险预案》。修订完成了
同马大堤、钓鱼台水库、两大灌区、县城防洪大堤、洲头西
站的《防汛抗旱预案》。山丘区《村级山洪地质灾害防御预
案》、《宿松县台风山洪灾害防御预案》、《宿松县防汛抗
旱应急预案》和《华阳河蓄滞洪区运用预案》也进行了修编。

5、清点盘查了防汛物料。经清点盘查，同马大堤库存省、市、
县代储的防汛物资器材有：块石17195t、石子9920t、瓜
片11551t、黄砂5020t、草袋75400条、编织袋14.32万条、木
材100.7立方米、土工布5860平方米，防浪布1万平方米。县
防汛抗旱指挥部库存草袋1.8万条、编织袋5万条、麻袋5300
条、篷布460平方米、防浪布3捆。各乡镇除部分重点度汛工
程储备极少量物资外，绝大部分乡镇无实质性筹集。针对防
汛物料不足的问题，县防指下达了水库及重点圩堤防汛物料
储备计划，但目前落实的很少。

6、组织了乡镇级防汛抗旱指挥长培训，积极开展防汛抢险演
练。5月10日至11日，组织去年新调整的乡镇主要、分管负责
人及部分水利站长共10人，参加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的
乡镇级防汛抗旱指挥长培训。县人武部和防汛办正在联合组
织开展防汛抢险演练。

(二)重点工程建设情况

1、在确保安全度汛前提下，抓好重点工程建设

一是主汛前完成马安等8座小(二)型水库除险加固勘测、安全
鉴定、初步设计及审批等前期工作，汛后组织实施，年底完
成建设任务。二是5月底完成计划实施的6万人口农饮工程实
施方案的报批，6月开工建设，11月底完成建设任务。三是狠
抓二郎河大河段防洪工程施工进度，搞好施工取土、征地拆



迁、环境协调，加强施工现场管理，争取主汛前主体工程完
工。在确保安全度汛的前提下，组织龙跃段防洪工程有序开
工。四是做好黄湖水利血防工程(复兴镇、下仓镇)施工现场
建设管理，抢抓施工进度，主汛前完工并投入运用。五是认
真做好复兴、洲头、二郎等3个乡镇小农水项目，主汛前完成
主体建设任务;6月底完成本年度计划实施的汇口、破凉、许
岭等3个乡镇小农水项目实施方案的报批工作，汛后实施，年
底完成建设任务。六是积极做好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
施建设，主汛前完成软硬件设施建设任务，及时投入运用。
七是认真做好长江河道采砂工作，争取长江委和省长江河道
采砂管理局的支持，5月上旬已完成上三号洲采区开采招标等
前期工作，汛后及时组织开采。八是6月底完成二郎河石咀段、
凉亭河高岭上段防洪工程的初步设计和报批工作，汛后组织
实施。九是7月底完成白洋河闸初步设计和报批工作，汛后组
织实施。

2、积极争取后续项目

及时准确把握国家、全省水利项目资金投向，做好后续项目
储备，坚持论证一批、上报一批、储备一批，积极争取八大
前期储备项目。一是华阳河蓄滞洪区建设。8月底完成华阳河
蓄滞洪区安全建设可研上报。二是两河流域综合治理和县城
防洪。按照总体规划方案，及时敦促设计单位完成分年实施
河段可研和初设，及时上报，密切关注项目审批情况。三是
编制花凉亭水库灌区和钓鱼台水库灌区节水改造初步设计，
积极争取工程早日立项。四是完成《全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规划》的修编工作，按照县政府印发实施的全县农田水利建
设规划，开展我县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五是继续实施沿江排
涝泵站改造规划，组织编制全县农村水环境治理规划。六是
积极推进华阳河流域综合治理规划，推进对江排涝站建设规
划。七是启动编制广福闸初步设计和上报工作。八是积极争
取钓鱼台水库电站增效扩容改造工程立项审批。九是积极组
织编制永天圩血防工程和花凉亭水库宿松灌区血防工程初步
设计。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1、防洪工程险工隐患多。堤防工程：永天圩泗洲段南风堤堤
顶住房密集，防汛通道不畅;堤身獾洞出口多，易形成渗透通
道。德化西圩临湖段5处排涝土口无任何控制，汛期靠临时封
堵防洪。六虹圩堤身多处不达标。姚大圩血防河泄洪能力不
足。水库工程：钓鱼台、黄大口、新河、东门山等27座中小
型水库虽进行除险加固，但新建工程未经高水位考验。绝大
部分小(二)型水库蓄水过高，溢洪道溢洪仍未开闸排水。破
凉镇王湾水库放水涵斜拉杆锈蚀断裂，不能正常启闭;主坝左
右坝肩与山体接合部存在接触渗漏。时洼水库放水涵严重漏
水，左侧坝体与山体结合处坝坡塌陷明显。油榨水库坝身灌
木丛生，有蚁害迹象。联合水库闸门启闭不灵。

2、排灌设施老化失修。除西湖圩站外，大部分泵站机电设备
缺损严重，且未进行试车运行。向阳圩排涝站设备陈旧，排
水沟淤积严重，排涝不畅。龙湖圩排涝中闸止水橡皮老化漏
水。两大灌区干渠排洪、节制闸启闭设备老化、止水效果差，
泄洪河排洪不畅，填方渠道渗漏严重，支渠配套率低，“翘
尾巴、肠梗阻”等问题严重。钓鱼台水库灌区干渠柴垅渡槽
砼碳化加剧。

3、人为侵害水工程现象不容忽视。一是堤防、河道违章种植
多。复兴洲区永久防洪堤和西湖圩堤身违章植树多，农作物
栽遍堤身，港道内农作物枝干随意丢弃。二是违章建筑、人
为设障现象时有发生。下仓长河公路桥、二郎河二郎镇段上
下游公路桥施工围堰束窄了河道断面，致使行洪不畅。三是
人为破坏水工程现象多。洲头官洲、油坊排灌站变压器被盗，
靠临时租借运行。佐坝乡梁岭水库、程岭乡王湾水库放水涵
启闭设施被盗，不能正常运行。德化东圩五昌庙排涝干沟出
口圈圩养殖，排水不畅。

4、工程管理不完备，职责不清。多数小水库和圩堤没有专管
人员，绝大部分排涝站无必须的备品备件。乡镇排洪排涝河



道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应由所在乡镇管理，但二郎河
陈汉段沿河和宿复公路复兴段沿渠建房，严重侵占河道，乡
镇管理不力。

5、防汛物资器材储备不足。县防指和同马大堤储备有一定数
量的防汛物料，但易耗物资年久老化，亟待更新。大部分乡
镇虽有计划，但没有实质性筹集。

6、部分单位对防汛抗旱准备工作认识不到位。汛前检查发现，
部分乡镇领导不重视，即使进行了检查，也是走过场，检查
不彻底，对险工险患没有处理措施。

7、水利工程重建轻管非常严重。部分乡镇级管理水利工程没
有履行“分级管理、分级负担”职责，一些重点圩堤、闸站、
水库没有落实专管人员，更没有落实维修养护经费，导致人
为破坏水工程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部分地方为了抓经济建
设，对涉水项目没有进行科学论证，不履行报批审查手续，
随意动工建设，导致原有水利工程功能不能正常发挥。

8、水利管理体制机制不适应水利改革发展需要。目前在水利
专业技术人员非常缺乏的情况下，还有部分专业技术人员流
失。乡镇水利站现有人员待遇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事业编制
按企业兑现养老保险。工程建设存在项目审查、审批、建设
管理、监督为一体，不符合基本建设管理程序。相关机制不
健全，水利队伍网络建设不健全，按规定乡镇有水利站、村
有水管员、水利工程有专职管理人员。水利工程所有权、使
用权、管理权有待进一步理顺，河道采砂管理亟待加强，急
需编制全县砂石资源开采利用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