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城乡环境建设工作总结(优质6篇)
总结的选材不能求全贪多、主次不分，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总
结的目的，把那些既能显示本单位、本地区特点，又有一定
普遍性的材料作为重点选用，写得详细、具体。优秀的总结
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
优秀总结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城乡环境建设工作总结篇一

为切实搞好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我局高度重视，把此项
工作纳入年度工作要点，与中心工作同安排、同落实、同督
促、同考核，并成立了以党组书记、局长刘世勇任组长，党
组成员、纪检组长余辉任副组长及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城
乡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领导小组，切实加强了组织领导，进一
步明确了职责任务。形成了一把手亲自过问，分管领导具体
抓，机关人员齐参与的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格局。按全市
统一部署，把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与创建省级生态市、省级环
保模范城市、省级文明卫生城市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切
实加强包街路段的环境治理。制定包街路段值勤表，每天由
一名班子成员和两名工作人员组成义务巡逻队上街执勤。要
求值勤期间配戴值勤袖章，坚守工作岗位，协助城管、环卫
等部门进行日常保洁，及时清运垃圾；强化对越门占道、游
商乱摆摊设点的管理，发现后及时劝导，做到游商归点、座
商归店；协助相关部门对车辆秩序进行监管，及时劝阻车辆
乱停乱放。

我局以清除暴露垃圾、蚊蝇滋生地、卫生死角和落实“门前
五包”为重点，采取集中与分片包干相结合的方法，加大了
对乱扔、乱倾、乱倒等不良卫生行为的整治。全体职工每天
对单位内部、单位周边环境、办公区域及房前屋后进行集中
清扫一次，各股室及会议室由工作人员每天轮流进行打扫，
要求桌椅、文柜摆放整齐，文件、资料、报刊、杂志等归类



整理，并指定专人保管、存档。对卫生死角和“牛皮癣”等
环境卫生问题，每天认真进行清理，对每一处存在的问题及
时采取措施进行解决，从不马虎。我局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
作领导小组每天对所辖区域的环境卫生进行仔细的检查，凡
不符合要求的一律返工，绝不手软，确保了整个环境卫生干
净整洁。

安排单位干部职工轮流到包街路段值勤，进行义务宣传、劝
导不文明行为，实行值班任务三包（即：包交通秩序（车辆
及行人过街）、包清洁卫生、包社会稳定。）每周三下午组
织机关干部职工上街清扫，并对机关内院坝及门前通道进行
了集中清扫，确保我局包干路段（银河茶楼至民生农贸市场
门口）和院坝门前保持清洁卫生。

为了改善工作、生活环境，增强意识，我们结合本单位实际，
大力开展各种宣传活动，采取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开展实施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宣传教育活动，在楼下通道处贴“爱
护环境卫生人人有责，严禁在通道两侧乱写乱画乱贴宣传物
品，建立和完善了卫生管理制度，坚持一年两次除“四害”
活动，使“创卫”工作和“爱卫”工作成为职工的自觉行动。

总之，今年我局认真开展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活动，取得了
较好的成绩。环境治理是一项常抓不懈的工作，因此我局将
不断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把环境治理工作抓好、抓扎实，
为进一步提升万源形象作出更大的努力。

城乡环境建设工作总结篇二

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充分认识食品安全监
管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履行职责，采取有效措施，
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领导。镇政府成立食品安全委员会，党
镇一把手担任组长，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分管副镇长任组长，
各村成立食安站，从组织上保证了全镇食品安全工作的有效
有序开展。多次专题部署食品安全工作，制定了年度工作计



划，明确了工作目标。

一是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制。年初镇政府与各村、各食品生产
企业签订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书，落实食品企业安全主体责任。

二是完善食品安全监管网络。明确食安办具体负责本镇日常
食品安全工作，各村配备食品安全监管员，具体管理本村的
食品安全信息上报、监管工作，年初讨论制定《定文镇食品
安全监管员考核办法》，严格按照规定对各村监管员年终绩
效进行考核发放。镇村两级食品安全监管网络得到完善。

三是制订《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指导和规范全镇食品
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列入乡镇监管，目前群众意识不强，要加
大宣传力度，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认识，是食品安全工作有
效运行，创建食品安全成功与否的关键，也是人民群众对加
深食品安全的理解，有效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的必要。为此，
我镇加大了宣传力度，结合今年食品安全宣传月活动，通过
会议、广播、led显示屏、发放传单等多种形式，针对性地宣
传食品安全知识，认真组织“食品安全月”和“百日安全生
产活动”的宣传工作。大力宣传《食品安全法》、《产品质
量法》等，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份。大力推进产品质量和食
品安全法律法规知识，让群众了解在食品中非法添加和滥用
食品添加剂的危害，提高了消费者自我防范、自我保护意识，
形成了自觉抵制食品非法添加行为的良好氛围。经过广泛的
宣传，大大的提高了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的认知度。

（一）加大日常食品监管力度。坚持把食品安全作为一项经
常性、长期性的任务，持续加大日常监督管理的力度，突出
食品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重点环节，扎实工作，确保了
食品安全工作的有效落实。对学校食堂和街道餐饮店进行全
面检查，通过行业主体调查：对6家超市、14家餐饮店餐
馆，6所学校食堂进行了抽查，主要检查相关资质证件包括卫



生许可证、营业执照、从业证、健康证和卫生设施均齐全，
情况良好，从源头保障节日期间我镇人民群众的食品卫生安
全。

(二)加强群体性宴席规范管理。加强农村自办群体性宴席食
品卫生安全宣传，年中在县食品药品监督局的大力支持下，
举办了一次定文片区乡厨培训会。全年各村申报群体性聚
餐535次，均按规定进行监管。查处洪流村xx非法办厨46桌，
积极配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处罚现金3000元，并责令xx补
办乡厨手续，目前已办理完善。

（二）突出节点食品安全监管。特别是中秋、国庆期间，为
了保障我镇节日期间食品安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让人民群众过上愉快、安全、放心的节日。
我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布置在20xx年中秋、国庆期间，组
织食品安全人员，对校园及其周边、自然村等重点区域，集
市、农村中小食品生产企业和小作坊、食杂店、小餐饮为重
点场所，大力宣传食品安全知识，以群众日常大群消费食品、
儿童食品，以及民俗特色食品等为重点品种。坚决查处农村
食品市场假冒和仿冒知名品牌、制售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
期、无保质期、无食品生产许可、无食品标签的食品违法行
为。

（三）着力食品安全联动协作。积极发挥镇食安委的综合协
调作用，定期召开食安全会议，通报工作情况，研究部署食
品安全工作，及时研究和解决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增强监管合力，不断推进食品安全工作全面有效开展；狠抓
食品专项整治行动，开展学校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打
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食品违法行为专项整治等执法行动。

存在的问题：20xx年食品安全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
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和问题：一是队伍建设与新形势下食
品安全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二是科学监管的方法还不多，
执法的效能还不高，尤其是长效监管机制方面还有待于进一



步探索。

明年工作打算：20xx年全镇食品安全工作将严格按照中央省市
县食品安全工作政策、会议精神，进一步强化领导，落实责
任，牢牢把握监管这个重点，认真组织开展全乡食品安全相
关工作。

二是加强协作，齐抓共管。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涉及面广，监
管环节多，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也要求各部
门按照各自职责，强化措施，加强协作，形成合力，确保食
品安全。

三是搞好结合，全面监管。抓好工作检查落实，强化经常性
检查与突击性检查、节点检查相结合的办法开展专项整治检
查。

一是领导机构落实。政府成立了乡食品安全委员会，主任为
乡长干杰，副主任为副乡长xx成员单位有社会事务办、农业
服务中心、党政办、卫生院、各村。

二是工作机构和工作人员落实。乡政府设立了乡食品安全委
员会办公室，由副乡长杨梅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处理日常工
作。各村村委员会主任具体负责辖区范围的食品安全工作，
并接受县食药局的委托，任本村食品安全监管协管员。

三是落实了工作责任。乡食安委负责对全乡食品药品安全工
作的领导，乡食安办负责食品安全的日常监管和日常事务处
理，各村村主任负责本村范围内的食品安全监管，并具体负
责辖区内群体性聚餐的申报、监管、资料报送。

在抓好以上几个落实的同时，政府主要抓了几个工作重点工
作:

一是狠抓了食品安全宣传和培训。在各村都设立了食品安全



宣传栏；在各种会议上也都要讲食品安全工作，政府除了组
织乡村厨师、副食品店经营者、小作坊经营者参加县食药局
举办的培训，还在街道进行食品安全知识宣传和咨询并发放
宣传资料。

二是特别重视并抓好农村群体性聚的监管工作。要求各食品
药品监管协管员必须做到，属于监管范围的群体性聚餐必须
每起都要申报并监管到位，政府强化工作监督并将监管工作
情况纳入村级目标考核。

三是重视学校师生的食品安全，组织乡食安办人员到学校、
幼儿园检查食品安全情况，督促学校、幼儿园严格执行食品
安全制度和操作规范，经常排查并及时排除食品安全隐患。

四是在五一、中秋、国庆期间，组织人员开展食品安全集中
检查，主要检查副食店，发现问题，限期整改。

五是认真开展了农村食品市场“四打击四规范”专项整治行
动。对我乡经营者的违规、违法经营行为进行查处，规范食
品市场经营行为。

通过以上工作，宣传了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知识，
提高了广大群众和食品经营者的食品安全意识。但是，目前
我乡的食品安全工作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当前，我乡的食品安全工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群众的食品安全意识还比较差，不少食品经营者守法经营
意识较差。

2、食品生产环节，特别是农牧产品的食品安全保障存在很大
难度，各种农药、化肥、兽药的使用，各种添加剂和添加物
的使用很不安全，也很难监管到位。



3、食品安全执法难。执法依据不足，存在法律空白，执法力
量不够，执法条件较差，群众和经营者的法治意识差。对于
乡政府来说，执法主体资格缺乏、没有执法专职人员、监管
协管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和水平，食品安全工作人员其他工作
任务多等等，导致执法或协助执法困难。

4、食品安全工作缺乏经费保障,无食品安全方面的专项财政
预算。

城乡环境建设工作总结篇三

加强日常管理。实行班子成员挂村，机关干部包街道、包村，
村（社区）干部包组、包街道，组干部包户的形式，层层落
实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责任。

加强工作督查。各班子成员每周至少两次到所挂村（社区）
检查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安排整改。机
关干部每天必须到所包的街道、村检查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
作，发现问题，及时给班子成员汇报。镇整治办不定时到各
村进行工作督查，发现问题，及时下发整改通知书，限期整
改。每月底，镇整治办根据市整治办和镇整治办检查的情况
下发督查通报，并按照镇党委、政府制定的分级考核办法考
核镇、村、组干部和巡逻队员、保洁员。

根据xx市城管局要求，我镇于5月11日在和兴镇参加了垃圾收
运处理现场会议。按照会议相关要求，我镇对垃圾收运处理
制定了相关措施并进行了有效地整治。

通过半年的努力，我镇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取得了明显的
成绩。

一是在城乡环境宣传工作方面下了大力气，场镇出入口和各
主要干道的墙体标语全部是广告公司专业人士书写的，规范、
醒目，特别是场镇出入口的两幅落地式大型标语，营造了浓



厚的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氛围。

二是场镇和主要道路的雨棚、棚笆全部拆除完，场镇面貌焕
然一新。

三是场镇的中线、停车线是请专业部门帮助规划的，十分规
范，为场镇增添了一道亮丽的色彩。

1、粪便直排很难治理。

我们多次统计了全镇粪便直排的情况，也上门做了宣传，采
取了一定的措施，但由于没有执法权，无法从根本上治理。

2、运载砂石的车辆超载超速，且不覆盖，导致道路损坏，路
面难以保洁。

连山镇境内有绵远河，有大量砂车，每天有近百辆车经过连
山镇镇的两条主要干道和场镇，车辆超载超速，且不覆盖，
沿途抛洒砂石严重，不仅损坏了道路，而且给保洁工作带来
了很大的难度。镇政府下发了书面通知，但几乎没有效果。
只有请有关职能部门协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5、驻店经商一时难以得到上级要求的标准。

按照上级要求的标准，必须是游商归店，驻店经商。但由于
长期以来养成的不良习惯，许多商家都有出摊占道的现象。
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下发了几次书面通知，集中整治了很
多次，每天有专职人员管理，但商家对必须进店经商这个要
求的抵触情绪很大，日常管理的难度很大。

城乡环境建设工作总结篇四

今年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在去年的基础上，按照县委、政府的
统筹规划及精心组织下，我局高度重视，切实履职尽责，重



点宊出“五治三化”专项行动，积极配合新华街居委会和土
兴乡小湖村抓好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实效。

为搞好“五治三化”专项行动，我局调整了领导机构，由局
党组书记、局长沈鹏任组长，副局长杜康为副组长，各股室
负责人为成员。制订了开展“五治三化”深入推进城乡环境
综合治理“进机关”活动方案和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宣传及督
查工作方案，使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在组织机构和制度上
得健全。

为搞好“五治三化”专项行动工作，我局一是制订了《开
展“五治三化”活动的实施方案》，做到行动有具体内容，
有具体时间安排；二是制定了《各股室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
作考核标准》；三是做到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督查日志，责任
落实上墙，定期不定期进行督查，对发现的问题，立即责成
相关责任人限期整改。

一是在经费极度紧缺的情况下，筹资3000元用于环境整治工
作；

三是加强问题交流力度，在参与、配合、指导开展城乡环境
治理中对发现的问题随时与社区衔接，交流情况，提出整改
建议。

在我局及街道的密切配合和努力工作下，“五治三化”专项
行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一是负责的街道公共区域进一步美
化和亮化。二是街面基本整洁无卫生死角。三是车辆停放有
序。四是临街店铺牌匾安放规范。

1、进一步加大“五治三化”活动的重大意义和具体内容的宣
传力度。

2、按照工作计划继续派专人前往挂联街道及农村进行城乡环
境综合治理工作的调研，及时发现并解决存在问题。



3、继续营造治理工作的浓厚氛围，使群众真正了解到，城乡
环境综合整治是一件与自身切身利益相关的好事。

4、责任细化，强化督查，严格问责。我局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工作领导小组将进一步细化工作任务，进一步将工作具体落
实到人，坚决杜绝工作盲点及互相推诿等情况出现。同时，
严格按照“三问制度”对工作人员进行问责。

5、继续做好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进机关”、“进家庭”活动。

城乡环境建设工作总结篇五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总体部
署，我局根据市委、市政府下达的目标任务，集中人力、物
力积极参与。在“除陋习、树新风、提素质”、市直机
关“创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示范市奋战100天”、市区四大门
城市进出口道路环境整治活动中，全局干部职工上下一心，
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奋战，使机关环境焕然一新，公路环境
脏、乱、差现象得到了彻底的改善，城乡环境各项整治工作，
于2月20日全面完成，各项工作进入常态维护保洁和完善阶段。

为加强领导，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有力推动全市道路环
境整治工作，市公路局成立了由局长王汉勇同志任组长，副
局长贾险峰，李麒麟为副组长，机关各科室负责人，局属单
位负责人、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分管负责人，公管所
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公路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市公路局
还专门成立了由局长王汉勇同志任组长，副局长贾险峰、纪
委书记袁久莲、副局长李麒麟为副组长，机关各科室负责人，
局属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示范市活动领导
小组，落实了各项工作具体责任人和联系人，制定了市公路局
《城市进出口道路环境整治》、《“除陋习、树新风、提素
质”集中治理“三乱”》、《“门前五包”责任制》、
《“创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示范市奋战100天”》、《环境治
理城乡结合部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等工作的专门意见和实施



方案。

（一）按照属地原则，依据“谁主管、谁负责”落实各项整
治工作。市公路局组织召开全市公路系统主要负责人会议，
要求局属单位、各县（市、区）公管所必须成立相应的机构，
落实管养路段具体责任人，对照整治目标任务，把管养路段
分解落实到分管领导，落实到每个管理人员和班组，落实到
具体岗位，管理人员要参与到整治第一线。

（二）对照标准认真梳理机关环境存在的不足，由局办公室
提出整治方案，并负责各项具体任务落实。

（三）12月20日，公路局召开专门会议贯彻落实《交通环境
治理城乡结合部专项治理工作方案》，会上强调要抓好城乡
结合部专项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和监督检查，形
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各管养单位严密部署
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责任具体到人，使治理工作有序
进行。

机关、局属单位、各管养单位通过报纸、宣传栏、发放宣传
资料、黑板报等形式广泛宣传，使整治活动深入人心，做到
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形成全体人员共同参与，齐抓共管的
局面。一是通过局务会议、职工大会层层动员，明确整治活
动的具体目标、任务；二是悬挂横幅标语7幅，张贴警示标
牌30个，办宣传栏8期，发放各类宣传资料、手册共10000余
份；三是制作简报、信息31期向职工展示整治过程和成果，
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四是组织女职工积极参与市妇联组
织的“巾帼”文明劝导活动;五是坚持每天派出2人到“分片
包干”责任区进行巡查、文明劝导活动，对在巡查和劝导活
动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与社区干部交流，并提出整改建议。坚
持每周五参与社区环境大扫除活动，以实际行动参与社会宣
传。

针对道路整治面广线长，情况复杂，困难较大，机关建筑物



较陈旧的情况，在抓好常态工作的同时，对市区四大城市进
出口128公里重点路段整治项目，城乡结合部专项治理落实了
由局长负总责，两位副局长包干负责项目，局属单位、旌阳、
中江、罗江公管所具体落实，对128公里路段和城乡结合部细
化到每公里整治。机关环境落实由纪委书记牵头，机关各科
室、直属单位广泛参与。

为强化整治，顺利完成目标任务，还落实专人负责各项整治
工程的方案制作，联系财政、发改委、市政府采购中心等部
门落实大中型扫地车、洒水车、增设标志标牌、补齐三桩、
补划标线和s106线绿化补植政府采购、网上招标、落实招标
队伍、签订合同，德什路公铁立交桥在市发改委立项、报送
招标方案，采用固定价比选落实施工队伍实施整治，所有项
目从开始到各项目竣工验收，做到了事事有人抓，层层有落
实。

城乡环境建设工作总结篇六

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年初成立了xx乡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领导小组，多次组织乡、村干部召开xx乡城乡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专题会议，传达市、县环治整治工作最新精神和工
作要求，强调环境治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安排部署各个
阶段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一要求各村加强了对全乡56名保洁员及公益性岗位人员的管
理，根据各人的区位优势、年龄阶段及身体情况合理安排各
人的保洁区域。二是按照县上各个阶段的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要求，及时安排到村、组。对全乡45个垃圾堆放点，根
据地理位置合理安排清运时间和清运路线，进一步明确了责
任分工。三是与全乡10个行政村签订了《天全县xx乡20xx年
度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目标责任书》《xx乡环境保护问题督
察工作目标责任书》。四是向全乡3008户农户发放《秸秆禁
烧宣传资料》《秸秆综合利用宣传资料》6016份，张贴《秸



秆禁烧宣传资料》、《秸秆综合利用宣传资料》20幅，悬挂
环境卫生整治标语20幅，通过广播定期不定期播放环境卫生
整治重点工作。五是重要节假日期间，组织乡、村、组干部
力量，集中对全乡区域内公路沿线白色垃圾、“牛皮癣”、
乱堆乱放进行整治，确保我乡辖区内干净。六是5至11月，对
全乡辖区每天坚持至少2秸秆禁烧巡查，发现“点火冒烟”现
象及时进行扑灭及对点火人员进行教育批评。

全年我乡共出动人员1400余人次、车辆700余台次，清理垃清
理垃圾769吨。购买3台秸秆粉碎机，秸秆粉碎环田4吨，秸秆
覆盖还田135吨，秸秆腐熟堆沤还田2271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