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总
结汇报 小学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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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
的总结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总结范文，欢迎大家阅读
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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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宣传发动。通过校讯通、微信、qq群、校园广播等多种形
式发动全校师生和家长上下配合、全员参与。通过标语、短
信群发平台等多种形式，开展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的
宣传，营造浓厚的氛围。

2、学校成立了“校外配餐食品管理领导小组”，按规定与符
合要求的a级配餐公司签订配餐合同。配餐工作管理组织健全。
实行目标责任制，学校校长具体抓，相关人员配合抓，制定
了相关的制度和职责，每天的饭菜都有留样。总务处委派专
人每天对配送的午餐进行监查，发现问题及时与配餐公司进
行沟通。

3、深入开展，以《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小学生守则》为
抓手的，“珍惜合理利用零花钱”的社会实践活动，约束学
生不围观和购买三无食品，发现问题立即查处，同时利用广
播平台，向学生呼吁在上放学路上遵守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
项整治工作方案要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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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市旌阳区新中学校食品安全整顿工作总结根据德阳市旌
阳区教育局相关文件精神和学校食品安全整顿方案的安排，
为了做好新中学校的食品卫生安全工作，学校周密安排，在
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对我校食品卫生
安全工作进行了彻底地整顿，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将食品
卫生安全整顿工作汇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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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五查五严”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动员部署阶段总结

一、党委会动员部署情况

简述本单位党委会召开情况，主要领导工作部署情况，本单位
“五查五严”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计划制定及重点工作安
排等情况。

二、安全日活动开展情况

（一）各级领导安全日活动开展情况

结合安全日活动讨论提纲，简述市、县两级领导安全日活动
开展情况、学习讨论情况，提炼总结查摆问题情况。

（二）各专业部门安全日活动开展情况

结合安全日活动讨论提纲，简述市、县两级专业部门安全日
活动开展情况、学习讨论情况，提炼总结查摆问题情况。



（三）各工区班组安全日活动开展情况

4.9日，变电检修中心结合部门月度安全生产例会，周安全生
产例会、开展“五查五严”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专项工作动员
会，对国网公司、省公司“五查五严”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
作部署进行深入宣贯学习，重点就员工安全意识不强，危险
点辨识能力不足，安全素质技能不高、管理人员安全督查不
扎实、作业班组承载力分析不足等问题进行讨论分析，对于
如何避免工区存在的习惯性违章、督查缺失等问题进行深入
剖析。查摆问题6项，一是检修计划变化较多，影响人员计划
调配，班组承载力分析时有不足，临时作业现场管控不足；
整改措施：合理制定计划，杜绝检修计划随意变更，充分考
虑人员情况，扎实开展承载力分析，保证人员、现场可控、
在控，禁止安排存在一定危险因素作业；二是部分员工对安
全工作缺乏敬畏，思想麻痹，对风险隐患熟视无睹，一些重
复、低级的问题和违章重复发生，整改措施：加大安全教育
培训力度，广泛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宣传，加大违章督查频次，
对低级问题、重复性违章提级处理、加大考核力度；三是个
别检修现场未严格执行检修工艺标准，未持卡进行检修项目，
整改措施：根据国网酒泉供电公司关于下发《规范和精简现
场作业及各类安全管控文本意见》的通知（酒泉供电安监
〔2019〕457号），按照相应作业等级，严格执行现场标准化
作业卡，与工作票一起上交审核；四是管理人员、到岗到位
人员对现场安全把关不严、自查自纠工作不扎实、未认真履
行安全监督职责，整改措施：对管理人员、到岗到位人员现
场督查情况进行通报、考核，实行责任承包制；五是危化品
存储、使用、废弃处置全过程安全措施不规范。（变压器
油、sf6等危化品没有专用存储、废弃处置场所和设施，回收
后的sf6气体，无具体处置环节），整改措施：变压器油罐存
储区完善建设项目，已经在公司2021年可控项目中下达，目
前正在进行准备工作，加快实施；sf6回收净化装置，已上
报2021年零购项目（待审批）；六是特种设备（压力容器，
例如sf6设备、回收装置、sf6气瓶、氮气瓶）操作人员目前没



有持证上岗，整改措施：相关特种设备操作人员取证计划已
上报公司，预计下半年完成取证考试。。

4月25日，中心再次组织全员召开“五查五严”风险隐患排查
整治工作通报会，对查摆问题和隐患进行通报、讨论，制定
整改措施、时间节点、责任人，并要求专业班组在安全活动
中持续深入讨论，对照自查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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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集团开展“治理隐患，防范事故”专项火灾治理方案
的要求，进一步深化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减少安全隐患，
公司决定开展以下治理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火灾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进一步落实消防安全政策，
加强火灾预防工作，着力构建消防安全长效机制，实现公司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二、组织领导

为切实开展好火灾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公司成立火灾隐
患排查治理领导小组：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为确保行动措施具体落实到位，领导小组下设兼职消防队：

消防队员：

义务消防员：各部门工作人员

三、排查内容

1、采取单位自查和集中排查相结合的形式，紧紧围绕变电所、
煤场、锅炉房及仓库、油库等重点要害部位，突出排查灭火
器战备情况，防灭火措施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隐患。



2、排查办公楼、员工宿舍、食堂、等部位防火情况，疏散通
道是否畅通等情况。

3、做好消防器材、设施的日常检查工作，做好月查季检记录，
并排查灭火器材有无失效或超期服役等情况。对失效、损坏
的灭火器材及时更换，并及时更新消防器材分布明细表及分
布图。

4、对消防器材、设施实行定置管理的执行情况，做到拿取方
便。

5、做好报废灭火器材收集工作，不得将报废器材投入使用。

四、工作措施

1、公司专门下发通知，首先做好宣传发动，提高全体干部职
工对防火安全重要性的认识，要求全员从自身做起，从日常
行为的每一个细节做起，切实维护好公司安全生产形势。

2、此次火灾隐患排查治理坚持查严、查实、查细的原则，采
取拉网式大排查的方式进行，要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确保
任何一个部位都要排查治理到位，决不准出现漏查漏检现象。

3、要求各部门（单位）要积极配合火灾隐患排查，要大胆暴
露问题，对排查出的火灾隐患或苗头，要立即整改到位。

4、实行单位一把手负责制，全面负责本单位消防安全工作，
对排查出的问题，一把手负责组织整改，领导小组择日进行
复查，对整改不到位的对该单位一把手严肃处理。

5、保卫处组织义务消防员参加的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并组织
一次扑救初级火灾的演练，使广大职工深刻领会消防安全的
重要意义，熟练掌握使用灭火器的方法。



6、领导小组组织成员不定期对各部位开展火灾隐患排查，对
排查出的问题要现场整改，不能现场整改的要提出防范措施
限期整改。对整改情况，井上由保卫处负责监督落实，井下
由通防处负责监督落实。

7、凡对隐患排查不重视、自查不细致、隐患整改不及时不彻
底的单位或个人，公司将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追究法律责
任。

文档为doc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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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5月12日国务院决定在全国重点行业和领域开展安全生产隐
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及有关中央
企业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重点行业和领域开展安全生
产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xx〕16号，
以下简称《国办通知》)的统一部署，认真组织开展了安全生
产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发现和整改了一大批事故隐患，
有效遏制了重特大事故的发生。现将专项行动进展情况通报
如下：

一个多月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及有关中央企业按照国务
院的部署和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的安排，认真组织开展了安
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截止6月30日，全国已有45.4
万个生产经营单位开展了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共查出各类事
故隐患72万余条，已整改60.4万条，整改率为83.6%；其中重
大事故隐患1.94万条，已整改1.19万条，整改率为61.2%。共
掌握非法建设、非法生产、非法经营生产经营单位29392个，
已取缔16574个，正在打击5763个。从前一阶段专项行动工作
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加强领导，及时部署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及有关中央企业十分重视隐患排查治理
专项行动，及时转发了《国办通知》和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4个
《指导意见》，通过多种形式研究和部署，并结合实际制定
了具体实施工作方案。北京市、黑龙江省、山东省人民政府
主要领导同志高度重视，针对专项行动做出重要批示，要求
各市(区)、县(市)和相关部门迅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上海市召开了安全监管、公安、旅游、质检等19个部门参加
的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工作会议，对专项行动进行了动员
和部署。公安部、交通部、铁道部、水利部、建设部、民航
总局、电监会等部门也结合本部门实际情况，制定了具体的
工作方案，进行了认真周密的安排和部署。神华集团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宝钢集团公司等中央企业也都做
了专门部署，并成立了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工作
小组。

(二)加大宣传力度，推动专项行动深入开展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及有关中央企业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
活动，努力营造全社会查找整改隐患的舆论氛围。河南省政
府有关领导在《河南日报》上发表了署名文章，要求各有关
部门和单位提高认识，精心组织，开展好隐患排查治理专项
行动。山东、河北、内蒙古等地结合“安全生产月”和“安
全生产万里行”活动，把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作为“综合
治理、保障平安”的具体措施，采取多种形式向基层政府和
企业进行了宣传。北京市、天津市将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
有关文件汇编成册，发到每个生产经营单位，广泛宣传隐患
排查治理工作的相关要求和重要意义。公安部、交通部、教
育部等部门也结合“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宣传道路交通、
消防等行业隐患排查治理的知识。国家电网公司结合专项行
动在全系统开展了“安全生产百问百答活动”。

(三)明确职责，合力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在各省(区、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安全监管监察、公安、



交通、建设、铁路、民航、电力、煤炭、国土资源、国防科
工、农业、教育、质检等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相互配合，共
同推进。山东省、重庆市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指导监
督、多方参与联动”和“谁主管、谁负责”以及“一岗双
责”的原则，明确了各相关部门在隐患排查中的职责。上海
市、天津市、湖南省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
明确地方政府负总责、各相关监管部门各负其责、部门之间
建立联动机制。同时，依靠各街镇、工业区、居委会的力量，
全面深入开展专项行动。

(四)突出重点，结合实际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及有关中央企业针对实际情况，确定了
隐患排查治理的重点行业、重点地区、重点企业和重点隐患，
有针对性地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福建省结合本地区实际
情况，将河道采砂、道路交通事故多发路段、路面设施及路
面监控等隐患的排查治理纳入到了专项行动之中。北京市将
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和人员密集场所作为重点行业，
将矿山企业集中的房山区、门头沟区作为重点地区，将即将
搬迁的首钢等企业作为重点企业，将第一季度排查出的286项
隐患作为重点隐患。公安部将道路交通、人员密集场所消防
安全作为重点，开展了10个方面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交通
部部署开展了以防船舶碰撞、防泄漏为重点的隐患排查治理
专项行动。铁道部围绕第六次大提速，深化了沿线和道口专
项整治，加强了提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民航总局抓住事故
征兆，开展机坪运行秩序专项整治和对航空公司、机场空管
单位的安全审计。水利部开展了打击非法违法违规采砂专项
行动。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将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
动与电网迎峰度夏相结合。

(五)强化监督，确保隐患排查治理取得实效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及有关中央企业加强了对隐患排查治理
专项行动的检查和指导。上海市闵行区对存在事故隐患的单



位发出法律文书，责令立即整改或限期整改，并跟踪整改措
施的落实情况。辽宁省共邀请各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专家和
专业人员1365人，深入企业排查治理隐患。甘肃省组织专家
对兰州石油化工公司等14家非煤矿山、化工、机械、电力等
行业的重点企业进行了以责任制、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现
场管理等方面为主的专项检查，共查出问题和事故隐患940条。
中国核工业集团由集团公司领导带队分5个组对10家重点单位
开展检查。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成立了专项行动联合检查组，
由集团公司领导和安全生产专家组成，选择重点单位进行检
查。

从总体情况看，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进展是顺利的，情况
是好的，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少数地区和单位对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重视不够，进
度较慢。有的地方和单位对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重要意义认
识不足，没有把这次专项行动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仅把文件
进行了转发，没有制定具体的工作方案。有的地方和单位至
今没有将任务落实到基层，还存有许多死角。

(二)一些地方“打非”工作不力，瞒报事故时有发生。有的
地区打击非法建设、非法生产、非法经营工作不力，专项行
动进度较慢，非法小煤矿、小矿山、小作坊引发的事故接连
发生。有的地区接连发生事故瞒报、矿主逃匿等问题，情节
严重，社会影响恶劣。

(三)一些地方和单位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扎实，近期事故依
然多发。有的地区没有认真吸取事故教训，排查治理事故隐
患不深入，造成同类事故重复发生。如有的地区接连发生校
车相撞事故，造成多名学生和儿童死伤，有的地区一周内发
生5起较大交通事故，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重大损失。

(四)有的地方和单位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信息报送不及时。
32个统计单位中，北京、河北等26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都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的要求，报送了报表和
文字说明，有5个省(区)仅报送了报表，没有按时报送文字说
明。确定参加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的60家中央企业中，部
分企业仅报送了报表，没有送文字说明，有4户中央企业既没
有报送报表，也没有报送文字说明。

按照专项行动总体部署，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要求：

(一)继续积极深入推进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各地区、各
有关部门及有关中央企业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加
强对少数思想认识不到位、隐患严重、事故多发、专项行动
进展迟缓的地区、部门和单位的检查监督指导，对可能发生
事故的各个环节进行重点排查，及时整改消除可能酿成事故
的重大隐患。

(二)认真组织引导地方政府开展自查工作。各地安委会要在
地方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做好地方人民政府安全监管
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的督查检查。要从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
打击非法建设、非法生产和非法经营，落实治本之策，推进
煤矿“两个攻坚战”等方面，检查下级地方人民政府是否认
真组织开展了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是否将安全
监管主体责任落到了实处。

(三)加强调研和督促检查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及有关
中央企业要组织有关人员，深入基层、深入企业进行调查研
究，掌握实情，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尤其要加大对事故多
发、隐患严重、专项行动进展缓慢的地区和企业的监督检查
力度。对发出的整改文书和指令，要跟踪督办。

(四)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作用。各地区、各有关
部门要按照《国办通知》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对专项行动的
统一领导，明确工作分工，落实各相关部门的责任。各级安
委会办公室要加强与各相关部门的协调与沟通，积极支持和
配合他们搞好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并在行动中搞好联合



执法。

(五)创新机制和方法，推动专项行动的深化。要结合实际，
建立《隐患整改指令》、《工作和事故通报》、《专项行动
简报》和《监管监察指令》等制度，采取巡检互检、召开现
场会、领导分片抓重点等办法，促进隐患整改，推动工作开
展。企业要广泛发动职工群众，搞好群查、群防、群治，建
立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及重大危险源分级管理制度。

(六)做好专项行动中的信息工作。各地及有关中央企业要对
专项行动进展情况认真进行调度统计和综合分析，于每月30
日或31日前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上报相关报表和文字说明。
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安全监管机构也要加强本系统的信息工作，
既要督促省级部门及时准确地向上级主管部门报送相关信息，
又要及时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报送相关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