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清朗专项行动情况汇报 酒驾醉驾
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情况报告(通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
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清朗专项行动情况汇报篇一

尊敬的交警同志：

你好！

关于我酒后驾驶的行为，几天来，我认真反思，深刻自剖，
为自己的行为感到了深深地愧疚和不安，在此，我谨向各位
做出深刻检讨，并将我几天来的思想反思结果向各位汇报如
下：

通过这件事，我感到这虽然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但同时
也是长期以来对自己放松要求，麻痹大意的必然结果。

经过几天的反思，我对自己这次酒后驾驶经历进行了详细回
忆和分析。

我对个人犯下的错误造成的恶劣影响感到痛心疾首，感到无
以复加的后悔和遗憾。

所以，在此向各位做出深刻的.检讨。

记得刚开始驾驶的时候，我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时
时处处也都能遵守相关规章制度。



但近几年来，由于一直没有肇过事慢慢开始放松了对自己的
要求，认为自己已经驾驶得很好了。

因此，这次的酒后驾驶使我醍醐灌顶、猛然惊醒，幸好没有
发生车祸。

同时，在这件事中，我还感受到，自己在驾驶车辆方面还没
有将酒后驾驶从思想上重视起来，一直抱有侥幸心理，我深
深感到，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要是我继续这么大意和
发展，那么，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甚至都无法想象会发生怎
样的惨痛后果。

因此，通过这件事，在深感后悔的同时，我也感到了幸运，
感到了自己觉醒的及时，这对于我今后的驾驶，无疑是一次
关键的转折。

所以，在此，我向各位做出深刻的检讨。

此外，我也看到了这件事的严重后果，如果在驾驶中，大家
都像我一样放松警惕，漫不经心，那怎么能保证广大群众和
驾驶员本身的安全呢。

如果在我们广大驾驶员中形成了这种散漫观念，不良风气，
我们的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将无从谈起。

所以，我希望广大驾驶员，以我为反面教材，对照自己，检
查自己，引以为戒，不要犯类似错误。

最后，我恳请领导能够接受我真诚歉意，并监督我，指正我。

我会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表示自己的觉醒，以加倍警醒的态度
来面对以后的驾驶，并会以身作则为杜绝酒后驾驶做出积极
的贡献，请各位相信我！



清朗专项行动情况汇报篇二

根据市有关开展春节前人居环境整治及村庄清洁行动的有关
决策部署，我乡抓住“节前”重要时间节点，紧紧围绕工作
要点，精心组织谋划，认真贯彻落实，通过采取行之有效的
措施和办法，推动村庄清洁行动持续有效的开展，使我乡的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切实取得成效，辖区村容、村貌得到有效
改善。

根据市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需要，结合我乡辖村实际情况，成
立了“花萼乡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工作目
标，以实施“净化工程、绿化工程、美化工程、亮化工程、
居民行为规范工程、建设秩序规范工程”为重点，以开展人
居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为载体，切实改善我乡辖村卫生环境，
不断提高我乡居民素质，推动我乡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科
学发展、快速发展。建立健全了我乡环境卫生综合治理的工
作机制、责任机制、保障机制，并通过村规村约，文明公约
等方式，促进居民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形成一套长期有效
的卫生整治工作机制。

为通过人居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彻底改变我乡辖村卫生面貌，
我乡实行综合治理与突击整治相结合、全面铺开与重点解决
相结合，切实加强整治工作的薄弱环节，使全乡整体环境卫
生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以开展爱卫创建活动、全域无垃圾运
动为契机，大力改善人居环境卫面貌。

以社为单位，治理社域范围内环境卫生；

以村为单位，整治本村重点难点垃圾点环境卫生。三种方式
有效结合，我乡的环境卫生治理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针对制约人居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有效开展的'一些突出问题，
我乡积极转变观念，拓宽思路，不断探索保持人居环境卫生
整治工作常态化的新途径。



（一）是加强共建意识，共建美好家园。

自开展村庄清洁行动以来，我乡积极治理辖区内环境卫生，
特别是多次沉积垃圾的清理，获得了辖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我乡积极开展卫生整治宣传活动，以社为单位，将文明行为，
净化家园的理念传到给每位村民。以乡、村干部、党员、志
愿者为发起点，积极的参与环境综合治理，并动员党员干部
要把环境综合治理的理念宣传到自己的家人，亲人，朋友，
进一步深化“爱护环境、规范行为、我是花萼文明人”的理
念。促进每一位居民养成爱护环境、净化环境、美好环境的
良好行为习惯，共建美好家园。

（二）拓宽工作思路，实现由“治”到“管”。

我乡积极开展村庄清洁，清理沉积垃圾。通过不断的清理整
治，我乡的环境卫生有了显著的提高，为保障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长期有效的持续下去。我乡引导广大居民群众转变思路，
由“治理”转变实现为“管理”。我乡通过卫生整治工作宣
传，加强村民行为规范，养成村民良好的卫生习惯，促进村
民形成垃圾入池，打扫房前屋后的良好卫生习惯。使我乡辖
村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果长期有效的保持下去。

四、强化卫生整治监督指导，培育先进典型。

为提高村民卫生整治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我乡以创
评“五星文明户”、“美丽庭院”等活动为平台，对两村村
民进行督促，对先进家庭进行嘉奖，进一步促进我乡两村人
居环境卫生整治工作长期有效的开展下去，确保环境卫生治
理成果长期有效的维持下去。

在市党委、政府及各部门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经过全
乡上下务实苦干、拼搏奋斗，我乡两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取
得了骄人成绩，人居环境卫生整治行动是巩固城乡环境卫生



综合整治成果，切实改善城乡环境面貌的重大决策。我乡在
接下来的工作中，将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站位，把人居环
境卫生整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常抓不懈，健全管理制度，创
新管理手段，提高管理效能，着力解决城乡环境卫生治理方
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奖优与罚劣
相结合、集中整治与长效管理相结合、改善环境与提高素质
相结合，创新管理模式，完善保障措施，注重工作实效，着
力推动人居环境治理工作持久深入开展。

清朗专项行动情况汇报篇三

调查背景：

全社会各行业兴起了“光盘“行动”，在我院也得到了积极
响应。

调查目的：

对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光盘”行动进行成果调查，进行总结。

调查时间：

20xx年04月15日—20xx年05月05日

调查地点：

吉林财经大学信息经济学院一食堂、二食堂

调查对象：

大学生

调查方法：



1、调查采访

2、食堂调查

调查人：

陈思聪

正文：

“光盘”行动在社会的搭理宣扬下逐渐成为一种热潮。我就
一些和食堂就餐的相关问题采访了一些同学。

首先是同学的基本生活费是多少？这个问题与“光盘”行动
有着很必然的联系。经过调查，有85%的大学生的生活费
在800—1200元，约有7%的大学生生活费在1200元以上，而仅
仅只有8%的大学生生活费在500—800元。根据采访的一些同
学说，刚进校时食堂的砂锅6元一碗，现在已经大多7元—8元
一碗。原来一个月的生活费会比现在省一些。生活费的富裕
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浪费现象，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人们
大多会珍惜粮食。

然后是每天的就餐次数进行了提问。平均每天就餐三次数的
学生最多，达到了63%，就餐两次的有33%，仅仅只有4%的学
生就餐一次，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就餐一次到两次的同学，他
们只是在中午和晚上回去吃饭，早饭大多数都是不想去吃，
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回去吃吃，而午餐和晚餐浪费的情况明
显不多。而就餐三次以上的同学生，会因为不是很饿等原因，
不同程度的浪费粮食。

最后是看到别人浪费粮食时候的感觉。有30%的学生觉得浪费
食物的现象没感觉、习惯了。有62%的学生觉得食物的浪费是
可惜的，应该节约，不应该浪费。仅仅只有8%的同学是觉得
愤怒的。在这一项调查中反应出，大学生对食物浪费的意识



薄弱，对食物的浪费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责任感。在对
待事物的处理方式中，仅仅只有一人打包带走，有42%的人置
之不理，有56%的学生会看情况而决定怎么做。怎么是这样的
现象呢？通过在调查是的访问得到的答案是，吃不完的食物
打包太麻烦，就算打包了，拿回去不一定会吃掉，还不如不
打包。有些觉得吃不完就吃不完呗，打包回去吃都不新鲜了，
说不一定吃了会拉肚子，没必要打包。有些同学是不好意思，
别人都不在乎你在乎什么，想打包也不好意思。有些同学觉
得打包感觉很丢脸，不愿打包，打包会觉得别人会用奇怪的
眼光看自己，所以不会这么做。有些同学觉得这也不算浪费，
因为吃不完的食物会有人处理的，他们回去拿去喂猪，这样
不是浪费。他们好像说的很有道理，可是实际上是对自己浪
费行为的辩解。

通过采访调查，不难看出现在浪费粮食的现象确实比较严重，
在现在富裕的生活环境下，人们的意识已经发生改变，对浪
费已经习以为常。不是十分的在乎，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
想。接下来是对食堂的调查。

我选取了早中晚三个时间段去进行查看。早上和中午的浪费
情况基本很少，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同学们自觉地吃光盘子
的食物，装剩饭剩菜的大桶，以前经常满的，现在也少了很
多。晚上的剩饭情况比较严重，但比之以前还是得到了很大
的改善，现在比较提倡晚上少吃，我感觉和这个有些关系。

“光盘”行动在一定程度上讲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同学
们的意识并没

有过多的改变，我们应该继续努力。

我国高校众多，学生数量更是庞大。同时他们是一个比较敏
感的群体，处于学校教育和社会实践各自的最前沿，代表的
是一种新的力量、一种新的思想和新的潮流。但是由于各种
各样的原因，使这个群体脱离了最直接食物获得过程的参与，



缺乏辛苦劳动的亲身体验。加之本身极易受其它人群的影响
以及没有过真正饥饿的感受，导致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想当
然的认为食物获得轻而易举，或者说只要拥有财富就可以不
愁吃喝，因而忽视了甚至是漠视粮食的重要性。这种对粮食
重要性的无知，成为了大学生中普遍存在食物浪费的首要因
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这也是为什么在农村中就很少有粮食
浪费的原因，不一定是因为农村贫穷，而是因为农民能够认
识到粮食获得的艰辛和粮食的重要性。学生只有在真正理
解“粮食”的基础上才能有效的减少和杜绝粮食浪费，否则，
一切努力都是空口白话，无济于事，并不能真正从根本上解
决肆意浪费粮食的问题。

对于食物浪费的不良影响，从小的方面来说，浪费是个人的
不合理的消费方式，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人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的偏颇和瑕疵。毕竟任何资源都是一种劳动的结
晶，浪费资源就等于不尊重劳动本身，作为解决温饱的粮食，
自然也不例外。这是对个人而言的。一个人对于食物浪费没
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认为这不是什么值得关注的事情，那么
在这一方面他就形成了错误的价值观。

“浪费可耻，节约光荣”这句话我们大家都懂。可是在平时
生活中，我们在学校就餐时，迫于种种原因，最后饭桌上总
会剩下一堆食物，结果不外乎是倒，甚少有人会想着去打包。
“光盘”行动之所以能如此迅猛广泛传播，体现了人们对浪
费有了一次理性的回归。我们也应该把这种思想坚持下去，
不应该只当做一时的热血。应该持之以恒的去坚持！这样浪
费的情况才会得到改变，我坚信通过我们的努力会做到。

清朗专项行动情况汇报篇四

各位村民朋友们：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美丽乡村是人
民美好生活的`家园。“村庄是我家，清洁靠大家”，大家行



动起来，人人动手，人人参与，彻底改善村庄环境“脏乱
差”的村容村貌，营造青山绿水、草翠花红、空气清新的美
丽乡村。从即日起，在全地区范围内开展“我爱我家、我爱
我村”村庄清洁行动。我们倡议：

清理屋内屋外，打扫房前屋后，整治农村环境。

1、做到“三个搞好”：搞好屋内卫生、搞好庭院卫生，搞好
门前道路卫生。家家户户做到房前屋后清洁干净，柴草农具
摆放整整齐齐。

2、做到“三不”：不乱倒垃圾污水、不乱搭乱建乱堆、不乱
涂乱画。规范畜禽散养行为，防止养殖粪污影响村庄环境卫
生。

3、做好房前屋后“三清”：清理生活垃圾、清理污水粪污，
清理残垣断壁、破墙烂房。养成定期打扫厕所、定期消毒、
掩埋粪污、盖好盖板的良好卫生习惯。

人人有行动，人人都参与，共同维护环境卫生。

1、“人人都是主人翁，人人都做监督员”。不当旁观者，主
动参与改面貌。积极参加公共区域环境卫生集中清洁打扫行
动。美化绿化村庄环境。主动植树造林、种花种草，让村庄
变成花园、让花园变成家园。

2、坚决公共场所不文明行为。对于乱堆乱放、乱贴乱涂、毁
损公共设施，破坏环境卫生等不文明现象和行为要敢于制止。

3、左邻右舍互助互爱，共同爱护卫生环境，争做最整洁巷道、
最整洁网格、最整洁村庄。

推进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



1、转变观念、提高个人清洁卫生意识，做到饭前厕后洗手、
勤理发、刮胡须、穿着整洁。

2、改进生活方式，倡导文明生活。倡导睡觉上床、做饭上灶
台、吃饭上饭桌、学习上书桌、坐沙发看电视等生活方式，
自觉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3、以文明的行为引领乡邻，遵守村规民约，争创文明家庭，
让文明乡风吹遍每一个角落。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人人有责、家家受益，村民朋友们让我
们齐心协力，以实际行动参与到村庄清洁行动中来，打造美
好乡村、共建幸福家园。

清朗专项行动情况汇报篇五

中国人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一年高达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
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还有一
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以及其他为数众多
的困难群众。这种“舌尖上的浪费”触目惊心,令人痛心,杜
绝舌尖上的浪费,势在必行。随着全国主流媒体对“舌尖上的
浪费”大加挞伐,一项倡导将盘中餐吃光、喝净、带走的“光
盘行动”正在全国兴起,并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

一、调研主题:

有关“光盘行动”的态度

二、调研目的: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为大力弘扬
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引导全院学生养成健康文明、绿色低碳
的生活习惯,在全院倡树文明消费、绿色消费、低碳消费的俭
约之风,积极倡导节约文化,广泛宣传节约理念;从点滴做起,



从餐饮开始,将口号变为行动,将行动化为习惯。

三、调研方式:

由管理学院团总支学生会组织部各干事在管院分发问卷。

四、调研对象:

管理学院全体在校学生

五、调研时间:

20xx年3月25日

此次调查采用了问卷调查形式,调查对象为随机抽取的在校学
生,此次活动受到同学们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共计发放问卷150
份,回收有效问卷148份,回收率98.67%。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公益叫光盘,有一种习惯叫光
盘”,所谓“光盘”就是吃光你盘里的食物,吃不完的打包带
走,拒绝浪费,珍惜食物。根据调查显示,有50.03%的人听说过
并对具体内容有所了解;23.6%的同学仅听说过不了解具体内
容;仍有16.89%的同学没有听说过。这意味着当代大学生
对“光盘行动”的较关注,仍有部分同学对此没有引起重视,
需加大力度宣传。

自网友徐侠客在微博上提出“光盘行动”以来,随着全国主流
媒体对“舌尖上的浪费”大加挞伐,一项倡导将盘中餐吃光、
喝净、带走的“光盘行动”正在全国兴起。就目前而言这项
活动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然而,该行动是“昙花一现”
还是会“持续下去”呢?有网友对此表示置疑。

有一种现象叫痛心,我国每年仅在餐桌上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
肪就高达800万和300万吨,这相当于最少倒掉了2亿人一年的



口粮;如果每天浪费的粮食回收5%,可以救活400万饥民。我们
每天都可以看见许多同学在就餐后,倒掉盘里的饭。据图显
示18.24%的同学基本上没有剩饭,5.41%的同学倒掉了四分之
一,1.08%的同学剩下了二分之一,仅有15.54%同学“光盘”,
根据这个数据,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仅仅一个食堂每天得浪费
多少粮食,而这些粮食又可以养活多少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
去重视的不好习惯。

民以食为天,日常生活中,我们花在吃饭上的开支不容小觑。
然而,自古以来事都是个人贫富的一种体现,一种标志;有的大
鱼大肉、有的咸菜小米粥…生活水平不尽相同。在学校里也
是如此,有的人花的多,有的人花的少;据统计,43.24%的同学
每日消费大约8-10元,38.51%的同学消费额在10到15元之间,
而另一部分同学的消费达15-20元。如此看来,大学生在吃饭
上的消费还是存在一定那个差距的。这也客观的反映了社会
的贫富不均。

“舌尖上的浪费”更确地说是菜盘中的浪费。这就不得不说
国人用餐的习惯,还有那活受罪的面子。几碗几碟、几荤几素、
几冷几热,讲究经年,绝不会改。即使不是公款吃喝,有个人掏
腰包,谁会一荤一素一汤,落得个小气鬼地名声,丢了跟命差不
多的面子呢?73.64%的同学按饥饿度,12.16%的同学尽量选多
点,13.51%的同学尽量选少点。

面对着这触目惊心的浪费,我们是该反省的时候了,究竟是什
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泛滥的?其实,造成这些浪费的
源头在于个人的节俭意识不够,在餐馆,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这
样的情况:害怕点少了吃不饱就多点些、大人要吃这样孩子要
吃那样、和朋友吃饭吃不完打包没面子、想尝尝各种味道…
这或许就是浪费的直接原因吧。图中数据显示,有20%的人是
因为赶时间来不及吃,60%的人是由于不合胃口,17%的人点太
多吃不下,而为了减肥的人仅仅在3%左右。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



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
统美德;然而古语“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被
人们表现得淋漓尽致。潜意识中,人们不愿意去阻止他人的浪
费,认为这是多管闲事、掉了份儿。在此次调研中就有充分的
说明:52%的人只是说一下但无所谓对方听不听,25%的人明知
不对但视而不见,11%的人无动于衷不闻不问,仅有12%的人会
极力劝说并加以制止。这就充分的反映了大学生的“独立”。

礼仪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普遍遵循的文明行为准则或规范的
总和,从握手到称谓,从出行到购物,从着装到用餐,从使用电
话到网络交流,都能反映公民的文明素养,体现社会的文明程
度。创造文明和谐的社会生活,需要我们“知礼”、“明礼”、
“习礼”,进而“达礼”。目前,随着“光盘行动”的进行,文
明就餐也倍受重视,此次调查中,80%的同学认为应主动排队购
买饭菜,60%的同学认为用餐后主动归还餐具,5.7%的同学用餐
时禁止大声喧哗保持安静,7%的同学觉得要节约粮食按需购买
以免浪费。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任何一个倡议在提出的初期都
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光盘行动”的推广过程中也难免会
遇到一些阻碍。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此项活动会遇到
以下阻碍:学生以前长期的习惯,学生的面子观,某酒店、饭店的
“最低消费”,当然,也有人认为不会遇到阻碍,发展前景广阔。

“光盘行动”是一种公益,是一种习惯,是一种节约。它的发
起对整个社会都是极其重要的,因此我们应该将它持续下去,
不能让它成为一阵风。从我做起树立节约意识争做“光盘”
达人,形成机制形成意识,加强媒体监督,完善监督体制,建立
梯度价格制,适度提高粮食价格,树立合理消费观念。

“光盘行动”是从点滴做起,从餐饮开始,将口号变为行动,将
行动化为习惯的公益性活动。具有着重要意义:发扬中华民族
节俭的优良传统;减少了浪费,节约了资源;减少了生活废弃物
对环境的污染;是一种合理的花费,减轻了个人经济压力。践行



“光盘”意识,量入为出,量力而行,为家乡和祖国的建设减少
不必要的浪费。使人们认识到餐饮浪费的危害等方面具有重
要意义,进一步发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杜绝舌尖
上的浪费。

1.珍惜粮食,适量订餐,避免剩餐,减少奢侈浪费。

2.不攀比,以节约为荣,浪费为耻。

3.吃饭时吃多少盛多少,不扔剩饭剩菜。

4.提醒身边的同事和朋友,积极制止浪费粮食的现象。

5、在集体食堂就餐,要按顺序排队,不要拥护或抢先购

6、要依次就座,不要抢占座位。

7、不要随地乱吐乱扔、乱倒饭菜或倒汤泼水。

8、人多时吃完后应立即撤离,以便他人就餐。

9、做节约宣传员,向家人、亲戚、朋友宣传节约粮食。

10、积极参加文明餐桌行动,营造节俭用餐的良好风气。

结语

让我们加入到“光盘行动”中来,不但要争当勤俭节约的行动
表率,更要做“光盘行动”的宣传者,积极倡导节约文化,广泛
宣传节约理念;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生活习惯开始,争
做节俭生活的践行者、推广者、监督者,共同为建设文明、和
谐、低碳、绿色、环保的社会环境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同时此上为对于本次调查问卷成果汇报,希望对于开展的“光
盘行动”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也希望上级领导能对我们的工



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