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酒店整改落实情况报告(实用5篇)
随着个人素质的提升，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在写
报告的时候要注意逻辑的合理性。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
一篇比较优质的报告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酒店整改落实情况报告篇一

项整治行动。

根据质量工作和专项整治工作的需要，8月28日县政府决定成
立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我局，由我局承担了领导
小组的日常协调、组织、联系等相关工作。

(一)、起草制订了全县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安排部署了专项
整治工作我局发挥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协调作用，代政府起
草制定了《隆昌县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和
《关于加强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工作的通知》，分解、细化
了专项整治的步骤和目标任务。8月28日下午，县政府组织召
开了全县质量工作会议，分管副县长李萍对全县产品质量和
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作了安排部署，常务副县长张勇就整
治工作作了重要讲话。

建立了“制度+平台”的协调机制，加强部门间配合。作为领
导小组办公室，我局起草制订了“隆昌县产品质量和食品安
全领导小组工作制度”、“信息报送制度”、“食品安全事
故报告制度”、“协查协作制度”等九项工作制度，建立了
成员单位间的“资源共享、信息互通、部门合作”的联动平
台。根据整治工作的需要，适时召开成员单位会议，自专项
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已召开了7次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联
席会议，6次成员单位联络员会议。制订了领导小组《宣传方
案》，组织媒体对各部门专项整治情况进行报道，并组织各



部门走上街头，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食品安全宣传咨询服务活
动。编辑印发了《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简报》，
截止目前，已印发11期，编辑报道整治信息37则。通过一系
列的牵头、服务工作，致力于整合各部门力量，在我县建立
覆盖全社会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网络。

1、落实目标责任制。10月18日，领导小组办公室报请县政府
目标办，将此次专项整治工作纳入了县政府对各部门、各乡
镇政府20_年的年度目标考核。

2、指导各牵头部门、各乡镇政府分别结合行业特点、区域特
点制定了整治行动方案，作到了目标明确、不打折扣，切实
可行。

3、是派出联合执法检查组，多次深入到乡镇、企业、学校，
餐厅、市场，进行执法检查和指导，保证了专项整治工作的
深入进行。作为领导小组办公室，我们履职尽责，深入组织
开展了专项整治工作，确保了整治目标的完成。

第一阶段的经验、教训，宣传、推广试点省、市工作经验，
部署整治工作，提出了对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认识、
再动员的新要求。根据上级的部署和专项整治工作的需要，
特别是全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浙江现场会召开后，
我局党组高度重视，立即召开党组会议进行了认真研究，决
定采取措施，认真组织落实，对整治目标进一步进行了细化，
并召开全局职工大会进行了再动员、再部署。为加大《特别
规定》宣传的力度，我局于9月上旬分别派出了8个《特别规
定》宣传小分队，深入到迎祥、响石、山川等9个乡镇，向企
业及企业员工宣讲《特别规定》和食品安全法规文件。9月19
日，我局牵头组织工商、卫生、药监、商务、农业、畜牧等
部门及有关企业，在县城东门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特别
规定》宣传咨询活动。9月29日，我局根据国家质检总局视频
会议精神，组织召开了全县部分重点整治食品生产小企业、
小作坊负责人会议，动员、引导、帮促，食品企业提高对专



项整治的认识，改进完善生产条件，按规定获得市场准
入。11月16日我局又组织召开了全县获证食品生产企业食品
安全工作会议。11月29日，《内江日报》刊登了我局开展产
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纪实--《构筑质量安全的坚
实壁垒》一文，重点宣传了我局深入开展专项整治的工作情
况。

三、全力以赴、集中整治食品生产加工企业

为实现生产加工环节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总体目标，我
局以稽查队和监督监察股为主组建了专项整治执法队伍，对
全县的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实施了分类排查、专项抽查、全面
整治等监管措施，开展了专项整治检查。

(一)分类排查

在现有的食品生产企业中，一是按原有的分类监管等级和规
模分类进行排查，列出名单，制订目标，严格要求和督促规
模以上企业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率先全部企业和全部产
品100%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二是按产品的风险程度进行排查，
编制了17类高风险食品生产企业基本情况表，确定33户企业
为我县的高风险食品生产企业;三是按企业资质状况(即生产
许可证、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安全卫生必备条件)进行分
类，逐一列出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证企业名单，未获证小企业
名单，未获证产品名单，并视其生产、质量情况帮促、敦促、
督促其立即改进生产条件，尽快获得市场准入资格，确保全
县食品生产企业能在规定期限内100%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证;四
是对生产高风险食品且通过整改或受政策限制不能获得市场
准入资格的企业，按规定进行劝退，劝退出食品生产加工行
业;在规定限期内既不退出又不能取证的，将列入建议取缔企
业名单予以取缔或依法实施查处。

(二)全面整治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
通知》和《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
规定》要求，按照省、市、县《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整治行
动方案》确定的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目标任务，我局在分类排
查和加强日常监管的基础上，全面开展了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工作。

1、严厉查处食品生产加工违法行为

全面开展专项整治以来，我局以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
违法生产行为，严厉查处无生产许可证生产食品的无证生产
行为，严厉查处使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和滥用食品添加剂
生产加工食品违法行为重点，开展了整治检查查处工作。组
织开展了白酒、调味品、肉制品、含油脂类食品、糕点、食
用油、桶装饮用水、食品添加剂使用等行业以及“十一”黄
金周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并牵头组织工商、卫生、药监、
农业等部门开展了三次联合执法检查。截止目前，我局共查
处食品违法案件8起，涉案金额6万余元，集中销毁工业硫磺
熏制的竹笋2.5万斤，监督销毁企业召回的竹笋罐头933.15
件(24×225g/瓶)。

2、加强了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整治检查

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特别是获证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实施巡
查、回访、

监督检查，强制检验，是专项整治检查的基本方式和监管措
施。在专项整治期间，我局加大了对获证企业的整治检查力
度，组织开展了生产企业的整治检查，对生产企业原材料质
量控制(包括进货记录、食品添加剂使用记录)，关键工序质
量控制，不合格品控制，产品检验控制，销售记录、安全卫
生基本条件等提出了保证产品质量的具体要求，并对企业使
用食品添加剂备案，委托加工备案等工作实施了检查。通过
检查，有效地规范了获证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截止目前，



全县88户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已全部获得了食品生产市场准入
资格。

3、专项检查

在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期间，自7月17日国家质检总局部署食品
安全专项整治攻坚战工作以来，我局已分别组织或配合市质
监局对瓶(桶)装饮用水、酱油、食醋、白酒、糕点、大米、
食用植物油等食品的质量进行了监督抽查。截止目前，已抽
查产品90个批次，检验样品90个，合格86个，食品质量综合
抽查合格率95.6%。专项抽查中，依据《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
查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依法对4户抽查不合格的企业进行了
监督抽查后处理，做到了抽查一类产品，整治一个行业，增
强了监督抽查的有效性。

4、联合检查

在专项整治工作中，我局承担了县联合检查第一组牵头工作，
为认真贯彻落实隆府办发〔20_〕176号文件精神，我局牵头
组织工商、卫生、药监、农业、商务等部门，分别于9月中旬
至10月中旬到龙市镇、迎祥镇、桂花井乡进行了重点检查，
检查指导乡镇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检查中听
取了各乡镇专项整治工作情况汇报，查看了相关整治资料，
并深入企业检查，与部分企业座谈，了解专项整治和贯彻落实
《特别规定》的情况，并针对整治和检查中存在的问题向各
乡镇提出了建议，对企业和商家如何进一步确保食品安全进
行了指导，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纠正，并责令整改，共发出
各类整改通知6份，对一起无证生产食品的企业实施了处罚。

四、全面整治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一)大力开展小作坊专项整治

的文件精神，我局在前期整治的基础上，对辖区内小作坊底



数，已具备卫生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小作坊数量和名单作了
进一步清理核实，督促具备卫生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具备安
全卫生基本条件的食品小作坊签订质量安全承诺书。

在各相关部门和乡(镇)政府的配合下，根据国家质检总局发
布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监管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和县
人民政府《关于将大米等十类产品纳入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监管范围产品目录的批复》(隆府函[20_]37号)，于10月1日
至2日两天，由局领导带队组成9介专项检查组分赴全县18个
乡镇，对全县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进行了拉网式的食品安全
专项检查，并按规定进行了认真地梳理分类，确定了51户作
为小作坊监管，对已获得食品卫生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的、
具备安全卫生基本条件的食品生产小作坊签订质量安全承诺
书，公开承诺不使用非食品原料、不使用回收原料、不滥用
添加剂、不生产假冒伪劣食品、不超出限制销售范围、不违
反预包装限制要求等保证食品安全措施。并明确监管员、协
管员、信息员。对证照齐全，安全卫生基本条件不符合规定
要求，从业者有意愿提高生产条件的小作坊，我局进行了积
极指导，督促其对基本安全卫生条件进行改造，产品质量安
全卫生基本条件达到要求的与其签订质量安全承诺书;对有证
无照或有照无证(即证照不齐的)或安全卫生基本条件达不到
要求的。食品生产加工者，按规定建议有关部门予以查处或
取缔。

(二)实施“挂面”小作坊样板建设，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按照市质监局的统一安排部署，我局先期选择了对挂面小作
坊的规范，与卫生部门加强联系，制定一个行业小作坊生产
加工条件和卫生环境规范，打造一个行业的1家样板小作坊，
组织质监人员和企业人员参观学习。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
质监人员知道到企业应该“怎样查”、“怎样管”、“怎样
扶”，企业人员知道“怎样建”。通过样板建设，发挥示范
作用，并在全县内进行推广，以促进一个行业的规范化。



通过专项整治和进一步深入开展小作坊治理，力争并确保小
作坊100%签订食品安全承诺书目标的完成，建立和完善以质
量承诺书为主要内容的食品小作坊监管体系，加快实现小作
坊监管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

五、开展了涉及安全的汽车配件等10类重点产品专项整治

我县涉及安全的10类重点产品的专项整治，通过市、县两级
配合实施，对全县10类重点产品生产企业进行排查，已全部
完成了全县8户10类重点产品的质量档案建立工作。

六、主要工作成效

通过近四个月的专项整治，我县生产加工环节的3个整治目标
已基本完成，整治取得了显著成效。截止目前为止，全县88
户食品生产企业全部获得生产许可证，食品生产企业获证率
已达到100%，10 类重点产品建档率已达到100%;51户两证齐
全，符合安全卫生基本条件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已全部签
订了小作坊食品安全承诺书。在专项整治期间，我局共出动
执法人员580多人次，执法车辆200余台次，巡查生产企业和
小作坊135户，共巡查_5次，回访72次，巡查率达97%，回访
率100%;帮扶8户企业获得了市场准入资格，劝退1家不符合条
件的液态白酒生产企业;帮助准备申证的4户食品生产加工小
作坊做大做强，帮助企业、小作坊建立质量管理、检验等制
度750多个，统一规范、制作发放监督牌、食品安全承诺
书278个，产品销售、原辅材料厂进货和食品添加剂使用台
帐417本;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56份，发放《特别规定》
等宣传资料120_多份，形成了一定的声势，取得了较好的整
治效果。继续深入开展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是当前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局全体执法人员仍将继续努
力，全力以赴的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工作，确保食品安全监管
长效机制的建立和食品安全。



酒店整改落实情况报告篇二

为了做好此次专项治理工作，我街道充分认识到有限空间作
业专项治理的重要意义，深刻理解专项行动的必要性和紧迫
性。并根据我街道有限空间作业的实际情况，明确了工作目
标和任务，对专项治理工作做出了具体安排部署，深入发动
全体员工积极参与，努力形成上下联动、全员参与的工作局
面，切实推动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为加强进入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管理，防止发生缺氧、中毒
窒息和火灾爆炸事故的发生，要求企业凡进入有限空间作业，
必须办理进入受限空间作业许可证。许可证由企业安全负责
人负责审批。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必须有专人监护，且监护
人必须具备相应的资格和能力。工作人员进入有限空间作业
前，需要拟定紧急状况时的外出路线、方法，开始作业后，
必须严格遵守有关安全操作规范。由于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规
章制度，我街道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整治行动在制度上得到了
切实的保障，也为行动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

1.全面进行安全隐患排查

通过此次有限空间专项治理行动，开发区工作人员认真细致
地检查了建材、机械、商贸存在的有限空间作业场所，摸清
了我街道有限空间作业场所情况，在有限空间进入点附近设
置了醒目的警示标志，防止未经许可人员进入作业现场。在
排查的过程中，又对通风设备、应急照明设备、安全绳、安
全梯、防毒面具、消防设备等进行检查、维护，确保各项设
施设备正常使用。

2.严把“三关”，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

要求企业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分别从
检查、巡查、作业三个方面严格防范有限空间作业风险，将
安全隐患消灭在源头。



进入检查关：要求企业出入库动态管理下要求安排三人值班，
一人在值班室负责登记办理各种手续，收留火种、发放入库
证。一人在大门口担任安全员，负责指挥车辆有序停放，监
督制止人员在运输车辆旁吸烟，通知安排车辆入库。一人在
车辆进出大门处，一是检查车辆是否按要求戴好防火罩、轮
胎有否轧扎烟头带入；二是检查有否漏油现象；三是检查车
辆卫生及火种，督促清理烟灰缸里的烟头；四是检查出库车
辆是否物证相符，防范车辆在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将物资运输
出库。

巡查关：要求企业坚持定时巡查，巡查员要熟悉库内的警卫
目标、重点、要害部位。作业期间，有重点目标提示，对重
点提示的目标每1小时查看一次，并用巡更器打点记录时间。
巡查员携带金属探测器到作业现场，对作业工人及其他外来
人员进行火种抽查，并记录抽查结果，排除安全隐患。对夜
晚进入的作业人员、车辆，加强检查，严禁火源、火种进入，
做到“五勤”，即眼勤多看，嘴勤多问，脚勤多转，手勤多
干，脑勤善断。节假日、夜间及异常天气加大巡查力度，汛
期雷雨天气特别注意雷电、汛情、漏雨等情况。为保证巡查
员人身安全，打雷时需在有防雷设施的房屋内避雷，不要出
去巡查。打雷完后停止外围巡查打点，警消人员立即进入企
业厂区逐步查看，有无异味和遭雷击现象。通过24小时不间
断巡查制度，将安全风险控制到最低，切实保障企业的生产
安全。

作业关：要求企业每个作业现场安排一名安全员，安全员由
业务部安排人员担任，实行“一岗双责”制度，负责作业现
场的安全管理。具体任务如下：作业区感觉到有危险,有可能
发生事故的,要责成立即停止作业。商贸企业发现火情，首先
就近启动手动报警器和利用对讲机向监控室报警,然后组织现
场人员充分利用就近的灭火器以及连接室内消火栓等进行扑
救。机械、建材、轻工企业机械设备现场作业时，严格按照
操作规则执行，杜绝违规作业行为，有效防止安全事故的发
生。



3.其它工作要求

要求企业定期清扫厂区地面，保持厂区整洁，防止边角料、
下角料等可燃物着火燃烧。每次作业结束后，组织工作人员
移离现场用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断作业现场临时用电
电源，检查现场是否符合安全要求,确保不存在安全隐患。设
备在日常维修保养中，要求企业管理人员安排懂维修、会保
养、责任心强的安全员专门负责日常管理；企业从业人员养
成按操作规程进行合理操作、按维修保养要求进行及时进行
保养的习惯。对所有新进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并做
好培训记录，记载培训的内容、日期等有关情况。未经培训
合格不得上岗作业。所有安全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特种
作业人员都具有相应的资质证书。

此次专项治理行动同目前正在开展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活
动相结合，建立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创新安全监管体制机制
相结合，使之相互促进，共同为提高库区安全管理水平服务。

通过此次专项治理行动，切实提高了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
全体员工的安全意识也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在有限空间作业
这一方面，巩固了之前的薄弱环节。同时，针对检查中发现
的有限空间作业场所安全标识不足、个别员工劳动防护用品
佩戴不规范等问题已及时整改，予以解决。

为进一步规范有限空间作业行为，确保安全生产的稳定态势，
巩固此次专项治理行动所取得的成果，下一步我街道仍然会
持续加强对辖区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消除安全生产
隐患，减少和杜绝违规操作现象，有效遏制安全生产事故的
发生。

酒店整改落实情况报告篇三

根据《__县中小学、幼儿园及少年儿童安全管理专项整治行
动实施方案》精神，县教育局自__月下旬以来，对全县中小



学、幼儿园的安全管理专项整治工作作了周密部署和安排，
整治工作初见成效。现将专项整治行动情况汇报如下。

一、领导高度重视，全员积极参与

二、责任落实，整治行动不走过场

1、实行安全管理负责制。为了搞好此次专项整治工作，中小
学、幼儿园都严格实行中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内部安全管
理负责制。教育局与各学校、幼儿园签定安全工作责任状。
为进一步搞好安全整治工作，各学校成立了校长为组长、分
管校长为为副组长、学校其他校委会人员为成员的安全管理
领导小组，成立了以分管校长为组长的专项整治工作小组，
启动了护校队。强化了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责，领导
小组的正、副组长负责协调学校师生、财产的安全工作，负
责起草并落实各项安全措施，负责召开师生安全工作会议及
安全常识培训等工作;学校主要领导负责抓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在校园内部推行安全“四包”责任制和“八制”方针。
即值周领导包全周，值周教师包年级，班主任包全班，科任
教师包课堂。谁领导谁负责，谁值周谁负责，谁上课谁负责，
谁辅导谁负责，谁管处室谁负责，谁管年级谁负责，谁带班
谁负责，谁组织活动谁负责。从而保证了责任落实，避免相
互推诿。各校幼儿园成立了安全领导小组，落实了三级管理、
层层负责的目标责任制。由校长挂帅，统一指挥、协调各处
室和个人的工作，贯彻执行上级部门的指示、任务，研究制
订行动方案;由相关处室负责人担任领导成员，负责活动方案
的实施;由部门岗位责任人和各班级班主任具体负责一线安全
管理，明确分工，明确职责。在管理上，由领导组下设的办
公室具体负责日常工作;在制度上，坚持“谁主管、谁负责”
的原则。确定整治重点，明确整改工作责任目标，保证专项
整治工作领导得力、机构健全、组织周密、运转有序。与此
同时各校幼儿园把学校食品卫生、学生管理、校舍安全以及
与其他单位配合治理学校周边环境等工作详细分解，明确了
各自的职责。各学校围绕安全管理这一重点工作，建章立制，



从根本上保证了专项整治行动的顺利进行。

2、严格奖惩制度。为了在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形成安全工作
齐抓共管的局面，各教育单位都实行了安全工作一票否决制
和连带责任追究制。将安全工作纳入各部门、教职工的责任
书考评中，实行一票否决和责任追究。

3、家校结合，争取社会各界对学校安全工作的理解、支持。
在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中，学校、幼儿园注重与学生家庭的联
系和沟通，召开家长会，宣讲安全管理的重要性，与家长签
定安全责任书，明确了家长、教师、学生、学校各自的责任，
有效的解决了学校安全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与此同时，
中小学、幼儿园积极与其他相关部门协调配合，以取得全社
会对学校安全工作的支持。近两个月以来，全县各校邀请公
安、卫生、文化、工商等部门参与校园安全管理工作__人次，
形成了校园安全人人有责的良好态势。

三、自查与督查相结合，确保校园安全万无一失。

__月

__日，县教育局要求各教育单位对校园内部安全隐患进行严
密排查，并写出情况报告。全县中小学、幼儿园积极响应，
迅速行动，于__月__日前完成了校园内部的安全隐患排查，
并向教育局上报了排查报告。通过自查，全县各教育单位共
发现__余处安全隐患，有的已经进行整改，尚有一部分正在
整改之中。各校进行了全面检查对发现的隐患及时排除，部
分学校加固了楼梯栏杆，更换公共场所已损坏的灯泡，确保
师生照明、通行有保障;维修了体育器材，强调了体育教师教
案中要有保护措施，增设球场的防护网;一些安全隐患得以及
时整改。各校把教学行为安全隐患、教学仪器安全隐患、学
生行为安全隐患、交通安全隐患、学校设备设施安全隐患、
学校食品卫生安全隐患、校内传染病控制等作为__大排查项
目，要求学校进行严格排查，同时邀请县、镇两级防保中心、



工商、派出所、交通等业务部门进校助查。可以由学校自行
整改的隐患，由学校及时整改，学校力所不能及的，及时上
报教育局，通过投入、协调等措施解决。通过排查，全县中
小学的安全隐患得到及时整改。部分学校积极筹措资金，对
学生宿舍、楼梯栏杆、电源线路等进行了维修、更换;添置了
食堂蔬菜保鲜设施，校园环境大为改观。_____日，县教育局
下发《关于开展中小学、幼儿园及少年儿童安全管理专项整
治督查工作的通知》，成立了督查领导小组，对全县各学校、
幼儿园的安全管理工作进行督查。督查重点包括：师生的安
全知识教育;学校、幼儿园安全管理责任制，落实各项安全管
理措施、全面排查并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的情况;食堂和小卖部
食品卫生管理;保育寄宿制学校的安全管理;民办教育的办学
资质及办学条件;配合其他相关部门整治校园周边环境和交通
秩序的情况。督查小组分赴全县__多所学校幼儿园，对照
《__县学校安全工作检查评估标准》，对校园安全管理进行
认真严格的督查，并实行跟踪承包制，各小组所负责的乡镇
没有达到整改目标的，督查工作就不能停止，以建立安全管
理的长效机制。

四、安全责任重于泰山，校园安全工作必须常抓不懈校园安
全管理专项整治行动已经接近尾声，但是，在此次行动中我
们发现，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一
是个别学校还存在管理上的疏漏，安全隐患依然存在;二是对
已经排查出的安全隐患整改力度不够大。三是校园周边环境
治理难度大，游商摊贩禁而不止，黑网吧接纳未成年人有抬
头之风。我们深知，校园安全整治工作是一项长期持久的工
作，教育局将从实践“的高度扎扎实实做好此项工作，不断
总结经验，认真研究问题，强化全体教育人的安全防范意识，
确保校园平安。

酒店整改落实情况报告篇四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领导责任



为了使此项活动能扎实开展，稳步推进，取得实效，我院成
立了以院长为组长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领导小
组，且明确院长为第一责任人，各临床科室主任为直接责任
人。我院还结合卫生院的实际情况认真制定了《xxx中心卫生
院抗菌药物合理应用责任状》并与各临床科室签订，制定了
《卫生院抗菌药物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工作计划和整改措
施》，并严格按照计划和整改措施的步骤和要求积极开展此
项活动。

（二）积极组织培训，提高思想认识

为了进一步提高医院医务人员对此次活动的思想认识，切实
认清该项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院积极组织全体医务人
员召开了专题会议传达各级各部门有关会议精神并做了积极
动员，同时还认真组织医务人员开展了抗菌药物有关知识的
培训。

（三）强化使用管理，促进合理用药

为加强抗菌药物使用管理，我院严格筛选现有抗菌药物的品
种数量，认真落实抗菌药物分级使用制度，严格执行医师使
用限制；进一步加强医疗质量管理，认真落实处方点评制度，
结合日常的医疗质量管理，和病历处方检查等工作，重点加
强对抗菌药物使用合理性的检查。包括临床适应症的合理性
和使用剂量、疗程的合理性，定期开展处方点评，重点点评
抗菌药物的使用情况，对于超剂量情况使用抗菌药物的，要
求立即整改。

通过强化管理，我院抗菌药物使用的合理性渐趋合理，我院
的抗菌药物超标使用率较以前明显降低。

1、各科室对我院的抗菌药物的各项组织管理制度、实施方案
组织学习力度需进一步加强。



2、我院个别医生对《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的内容含
糊不清，没有严格按照《指导原则》使用抗菌药物。

3、抗菌药物使用的各项指标没有完全控制在规定范围内。在
本次的抗菌药物临床使用专项检查中，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
用率部分超过了60%，门诊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为部分超过
了20%。

4、抗菌药物使用基本合理，个别存在半衰期较短的抗菌药物
药物用法用量不规范。

1、要进一步发挥我院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领导小组的
作用；进一步完善抗菌药物管理制度，各临床科主任作为科
室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的主要负责人，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
措施，对抗菌素使用情况进行分析、讨论，并在阶段工作中
有所改进。

2、要有组织的定期加强抗菌药物合理使用全员培训。

3、严格落实抗菌药物分级管理制度，严格医师抗菌药物处方
权，要求科室加强组织对《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的
学习，达到人人知晓。

4、严格控制抗菌药物使用率和使用强度，保证在最短时间内
抗菌药物临床使用的各项指标在规定范围内。

酒店整改落实情况报告篇五

（一）迅速行动，抓好专项整治工作的动员部署。筹建处领
导第一时间对专项整治工作进行了专题部署，传达《通知》
精神，按照通知要求，进一步明确了公路施工领域的打非治
违整治重点，特别是桥梁施工的整治重点。同时，对我合同
段的打非治违与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方案进行补充细化，进一
步明确了专项整治的工作目标、指导思想、整治重点、工作



步骤和工作要求，将工作任务进行了细化分解，做到了任务
明确，职责分明。

（二）多管齐下，推进专项整治的深入开展。一是专项整治
与日常监督检查相结全。继续以开展“平安工地”建设为载
体，以组织考核评价为手段，将各项整治重点纳入到常态化
的安全检查之中，作为必须严格遵循的工作标准。二是专项
整治与隐患排查相结合。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和专项整治工作
力度，定期组织安全专项检查，尤其是对危险性较大施工区
域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努力做到不留死角、不漏盲点。
三是坚持将专项行动与重点督办相结合，切实提高隐患排查
治理成效，及时落实整改责任和措施，对排查出的隐患落实
整改责任人、整改期限和整改措施，确保按期整改到位。

（三）全面覆盖，突出重点。在全线开展施工安全集中整治
专项检查，检查重点是各施工队现场施工安全防护措施的落
实情况、安全防护用具的配备及使用情况、隐患排查等。特
别对桥梁施工、脚手架搭设、大型起重吊装设备、人工挖空、
滑坡等地质不良路段等重点部位进行了隐患排查，遏制重特
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同时，对安全隐患整改情况进行定期
回访，重点复查，跟踪问效，切实做到安全隐患不彻底消除
决不放过。

坚持安全检查与长效监管相结合，层层布置、层层落实，认
真开展施工安全集中整治专项检查，下大力气整治和消除各
类安全隐患。

通过2xxx年9月至11月施工安全集中整治，共整治现场安全隐
患45处、发现现场违规行为15次，切实加强了现场安全的管
理力度，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了安全事故的发生。

个别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淡薄，违章指挥，违章操作，也有
个别施工人员防护措施不到位的现象。部分施工班组轻视安
全主体，安全责任意识不强，安全责任不落实，只片面地追



追求生产效益，而轻视安全保障。

进一步巩固集中整治工作成效，开展集中整治“回头看”。
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巩固发展专项整治的成果。进行“打非
治违”专项工作“回头看”，对正在整改的区域和安全隐患，
进行跟踪复查，加强监控，确保不反弹。

进一步深化集中整治工作，建立长效机制。把集中整治中的
有效措施、得力方法等，认真总结，切实推动项目主体责任
的落实。同时，进一步健全完善协同联动、联合检查机制，
强化现场监督检查，把打非治违法的专项工作制度化、规范
化、经常化，不断巩固“打非治违”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