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乡镇反恐工作总结(精选5篇)
总结不仅仅是总结成绩，更重要的是为了研究经验，发现做
好工作的规律，也可以找出工作失误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
是非常宝贵的，对工作有很好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在今后工
作中可以改进提高，趋利避害，避免失误。总结怎么写才能
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总结范文，供
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乡镇反恐工作总结篇一

成立反恐防范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由张晓旭厂长任组长、
各副职领导为副组长、各部门负责人、厂安全员、保安队长
全体为成员的反恐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
公室在安全部，具体负责反恐防恐的安全管理工作的组织协
调和推动落实工作。小组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做了分工
部署，明确了分工和责任。

结合管委下发的《20xx年全国“两会”期间每日开展反恐防恐
自查工作的文件》，厂部召开专题会议，对开展反恐防恐工
作做出具体部署。

1、统一思想，增强反恐意识。

通过召开动员大会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认真学习维稳反
恐工作有关内容，切实提高全局意识，使广大干部职工对维
稳反恐工作的认识，教育和引导干部群众增强政治意识、大
局意识，切实提高广大干部职工的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2、加强安保管理，提高反恐防恐能力。

完善了监控、报警等安保设施装置，保证设备运行良好，保
证采集的视频图像信息保存期限不少于九十日。每日定时通



报反恐防范工作信息。执行24小时保安队巡逻制度和领导带
岗值班值守制度，对重点部位执行专人看护制度。为安保队
伍配备、更新防范和处置设备、设施。加强对外来车辆和访
客的管理，建立单位出入登记台账。加强外来施工人员的管
理，建立真实可靠的外来施工人员信息管理台账。杜绝了不
法分子的隐身藏匿。建立了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综合
防范体系。

3、制定反恐预案，强化反恐应对。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灵敏高效的反恐应急机制，制定了反恐防
恐应急预案。建立了各个部门之间及时响应、工作环节衔接
紧密、联运协调有力的快速反应机制，保证了救援人员、疏
散人员和物资器材的及时运输，为快速高效处置突发性恐怖
事件提供了全方位保障。

20xx年3月10日对编制的反恐防恐应急预案进行了演练。真实
的模拟了暴力冲突事件。此次演习让所有员工都认清了目前
的反恐、反暴力、反劫持的形式，提高了对反恐等突发事件
工作的认识，增强了同犯罪势力斗争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进
一步强化了员工反恐工作的信心和决心。本次演练各员工都
能按各自的角色进行演练，积极性也得到了提高，通过本次
演练，积累了处置突发事件的经验、能力，为下次紧急情况
下的组织起到了宝贵的参考经验及作用。

通过厂领导的周密部署和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我们以扎实
的工作、严谨的措施真正的把反恐防范工作抓紧、抓实、抓
到位，确保了20xx年全国“两会”期间我单位的稳定生产。

乡镇反恐工作总结篇二

（一）认真贯彻落实集团公司反恐稳定工作部署。根据集团
公司有关反恐维稳工作要求，年初将该项工作纳入单位重要
工作议事日程，细化责任，确定了反恐维稳工作第一责任人，



将反恐防暴工作任务进行层层分解部署，在职代会签订的综
治责任书里明确反恐工作责任，具体是要求全段xx个车间和
党支部负责人负责本车间管辖内的反恐防暴工作，逐项动员、
逐项落实，突出重点，强化责任，责任到岗位，责任到人员，
切实形成抓好反恐维稳工作的合力。

（二）做好宣传发动、增强反恐意识。单位各项生产管理工
作点多面广，要害部位多，人员分散，在客观上给单位反恐
防暴防范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为认真抓好全体干部职工的
宣传动员和思想认识，在各类会议和培训上对反恐防暴工作
进行宣传和部署，把反恐防暴工作当作安全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干部职工切实担负起责任，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扎实
做好反恐工作，把反恐防暴工作同其他工作结合起来，做到
同布置、同检查、同考核、同总结、共同推进。在重要和敏
感节点期间，办公室在企业微信群发送安全工作提示覆
盖1574人次，使干部职工充分认识反恐防暴工作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增强干部职工的反恐意识，时刻紧绷反恐防暴这根
弦绝不放松，克服侥幸心理、盲目乐观、麻痹大意、警惕性
不高心理，主动做好我段反恐工作措施的落实，为开展反恐
防暴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按要求上报了2篇反恐工作征
文。

（三）结合实际完善相关反恐防爆制度。为了强化反恐应对，
先后完善了《反恐怖重点目标安全管理经费保障和设备设施
维管制度》和《重点目标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管理制度》，加
强了反恐防爆工作的制度保障，为今后反恐防爆工作打下夯
实的基础。

（四）严格执行进出入登记管理要求。办公室制定了反恐工
作重点，并由安全科下发通知，重点加强了重点要害部位的
出入管理，确保春运、春节、疫情防控、两会、国庆期间安
全，防止各类案事件的发生。

（五）抓好日常反恐防暴检查工作。一是不定期对单位反恐



防暴工作进行研究部署；二是建立和完善反恐工作机制和措
施，并要求各车间做好相关工作的落实与反馈，形成至下而
上的反恐工作互联机制，确保每个措施环节有序可控；三是
完善重点要害部位和办公场所反恐防暴防范硬件设施，在今
年投入3万元对xx车间大院和围墙安装了3个高清视频监控和
刺笼，不断提升单位内部人防、物防和技防水平，努力把隐
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四是落实常态化检查，重点加强了各车
间反恐防暴管理工作落实。

（六）加强反恐防暴培训工作。结合适应培训班和新职工培
训，组织开展了反恐防暴知识、治安综合治理的培训，共培
训64人。通过培训提高了工班长和新职工对反恐防暴和综治
维稳工作的认识，将在我段综治维稳和反恐防范工作中发挥
更好的作用。

乡镇反恐工作总结篇三

第二百三十九条控告和申诉是军人的民主权利，其目的在于
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保护军人合法权益，维护军队严格
的纪律。

第二百四十条军人对违法违纪者有权提出控告。

军人认为给自己的处分不当或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可以在
处分决定宣布后10日内提出申诉。申诉期间不停止处分的执
行。

控告和申诉应当忠于事实。

第二百四十一条控告和申诉可以按级或者越级提出。越级控
告和申诉一般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

军人控告军队以外人员，可以将情况告知纪检^v^门或者保
卫部门、军事检察院、军事法院。受理部门应当及时了解情



况，必要时予以协助。

第二百四十二条控告人、申诉人在控告、申诉活动中享有下
列权利：

(一)向受理机关提出询问，要求给予答复;

(二)要求与控告、申诉事项有利害关系的承办人员回避;

(三)对受理机关及承办人员的失职行为和其他违纪行为提出
检举、控告;

(四)因进行控告、申诉，其合法权利受到威胁或者侵害时，
要求受理机关给予保护。

第二百四十三条控告人、申诉人在控告、申诉活动中应当履
行下列义务：

(一)提供被控告者的基本情况、主要问题和相关证据等控告
材料;

(二)遵守控告、申诉工作有关规定，维护社会秩序和部队正
常工作秩序;

(三)接受组织作出的处理意见。

第二百四十四条被控告人有申辩的权利，但不得阻碍控告人
提出控告，更不得以任何借口打击报复。对打击报复者，应
当给予处分。

第二百四十五条被控告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对被控告的问题进行说明解释;

(二)要求将调查处理结论通告本人;



(三)对受理机关及承办人员的失职行为和其他违纪行为提出
检举、控告;

(四)当合法权利受到威胁或者侵害时，要求受理机关给予保
护。

第二百四十六条被控告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三)尊重控告人和承办人员的权利和职责。

第二百四十七条各级首长和机关接到军人的控告和申诉后，
必须及时查明情况。对于控告或者申诉属实的，应当依法依
规处理;对错告和不合理的申诉，应当说明情况，澄清是非;
对于诬告或者无理取闹的，应当予以追究。

对于确属处分错误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为其恢复名誉，
消除影响，赔礼道歉;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给予相应赔偿。

(一)副师级、团级以下单位不得超过20日;

(二)军级、正师级单位不得超过30日;

(三)战区级单位不得超过45日。

对重大、复杂问题的调查核实如需超出前款规定的期限，经
上级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累计时间一般不得超过60日。

第二百四十九条各级首长和机关对军人的控告和申诉，应当
给予保护，不得扣留或者阻止。对申诉人不得因申诉而加重
处分。不得泄露控告人及控告的内容，不得将控告材料转交
给被控告人，更不得袒护被控告人。

第二百五十条对控告和申诉的处理结果，应当及时通知控告
或者申诉人，由处理单位填写《控告、申诉登记表》并归档。



乡镇反恐工作总结篇四

我们根据自治区党委的要求，围绕“六个讲清”，积极主动
宣传，传递党和国家温暖，传递民族团结正能量。我们针对
普通群众、学生、干部、宗教人士、教育系统和卫生系统的
职工等先后开展专题宣讲11场。向当地各族干部群众讲清暴
力恐怖犯罪案件的性质和严重危害，引导各族群众不信谣、
不传谣，为基层群众解疑释惑，正确理解反恐维稳的重要性，
以及讲法制讲秩序的重大意义。其中，以“在党的民族政策
照耀下走向富裕”为题目开展社区居民宣讲2场;以“宗教人
士在反恐维稳中的作用”为题目向全县宗教界人士宣讲2场;以
“反恐维稳、反渗透从我做起”为题目向教育系统职工宣讲2
场;以“反恐维稳从我做起”为题向卫生系统人员宣讲1场，以
“我的梦在我的祖国实现”为题向乡镇干部宣讲1场;以“感
恩祖国，争做反恐维稳的勇士”为题为返乡大学生宣讲2场，以
“我是中国人，我有责任、我有义务”为题与80、90后及家
长专题宣讲1场。

在泽普工作期间，我们走访了泽普镇6个社区、村户108户、
重点人员21人次、慰问民汉贫困户40户;走访宗教场所3个，
与宗教人士谈话27次;参加研判会6场;参加专题宣讲会11场，
参加人员10000余人，发放宣讲材料5500余份;慰问驻地军
警10次，参与值班巡逻12次，检查重点村和重点部位5处;召
开座谈会12次，提出合理化工作建议6条，化解矛盾纠纷6件。
捐出香港患者诊疗费4万元，分别捐赠给了贫困家庭、因病返
贫人员、泽普县教育爱心基金。

通过参加为期半个月的反恐维稳工作，我们的体会有：

一、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基层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群众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百姓的精神面貌和
状态明显提升，通过半个月在田埂地头、农家院里的实地走
访和交流，我们切身感受到在自治区“民生优先、群众第一、
基层重要”理念的指引下，自治区惠及民生的一系列大手笔，



已经让我们的基层发生了许许多多能够被人民群众看得见、
摸得着、感知得到的可喜变化，求发展、谋富裕、思稳定、
盼和谐确确实实已经成为各族干部群众最基本的注意力、关
注点和兴奋点。

二、基层的工作条件艰苦，基层的干部辛苦，承担的工作任
务很多，担子很重，但是基层干部和人民的精神可嘉。基层
干部那种“5+2、白加黑”式的工作状态，甘于清贫甘于奉献
的工作品质，实干工作敢于担当的工作干劲值得我们学习。
基层百姓的生活已经有较明显的改善，但是脱贫致富依然还
有较大的努力空间。

三、反恐维稳工作的任务还很艰巨繁重。要充分认识反分裂
反渗透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和艰巨性，如何让国
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意识深深扎根群众百姓当中，如何恢复
和提升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能力和水平，加快推进新疆跨
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我们还面临着艰难重大的考验，还需
要做大量艰巨复杂的工作。

四、切实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反恐维稳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要进一步明确我们在反恐维稳、反暴力反分裂、维护祖国统
一和民族团结方面的政治要求、纪律要求和工作要求。如果
我们不敢管，那是我们的立场问题;如果我们不愿管，那是我
们的态度问题，如果我们不会管，那是我们的能力问题。我
们在大是大非问题目前一定要能说、会说、敢说，一定要立
场坚定，一定要态度鲜明，一定要行动坚决，一定要执行有
力。

五、稳定是治疆之要，兴疆之本。稳定是新疆的大局，是中
央的要求，是新疆的关键，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与期盼。
我们认为，稳定还是民生，是生命，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
基础。要高度认识稳定对于新疆的重大意义，全力以赴做好
新疆的维稳工作，为“中国梦”的实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做出我们的积极贡献。



乡镇反恐工作总结篇五

一、取得的主要成效

1、在接待调处群体性上访工作上措施得力，方法妥当。今年，
商务系统的群体性上访十分突出，全年近 30 余件次，其规
模、数量、气势和我们面临的压力与工作的难度是近几年所
没有的，从总的状况看，上访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与去年比大
大增加和增难。透过耐心细致、扎实有效的工作，尖锐矛盾
得到了相对暂时的遏制和化解，基本持续了平稳，没有发生
矛盾激化和较大事件，力所能及地维护了 狐 一方的相对稳
定。

怠 2、建立健全了本系统 羌 企业军转干部、抗美援 当 朝、
退伍转业军人档案 虏 ，实行一包一职责制， 瘸 使各军转
干部没有出现 憨 群体上访事件。

3 犁 、妥善处理好了一些上 角 访的个案和积案问题， 酶
如 315商店的符爱贞 印 问题；上访为首带头人 冀 的有关
问题。

4、 蠕 及时做好完成了上级交 憋 办的任务。今年，上级
站 交办的县人大代表、县 迭 政协委员的提案和推荐 妥 共
八件，县信访领导小 肌 组和县领导交办的信件 归 十余件，
我们对这些任 沿 务都能按要求及时处理 粪 落实，及时书
面回复， 伟 做到了件件有落实，事 等 事有回音。

和观念，让干部群众 爹 依法办事的理念得到了 争 进一步
增强。今年来我 岩 们采取不一样形式开展 际 法制教育，
主要宣传《 涌 公司法》、《劳动合同 掘 法》、《安全生
产法》 雁 、《治安处罚条例》、 俗 《破产法》、《计划
生 情 育法》、《公务员法》 兄 和《保密法》等八部法 皇
律，使普法教育在我系 辕 统得到较好地落实，职 樟 工在
知法、懂法的同时 廷 ，增强依法办事的自觉 齿 性。



藤 局机关成立了维护稳定 蓑 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 户 组
由局领导和下属单位 挞 负责人组成；确定了分 侨 管负责
人专抓；明确了 盲 局领导班子成员分工负 咽 责制；配备
了人员和机 招 构，由政工股和改制股 狱 负责综治维稳工
作；建 剪 立了综治工作档案；明 质 确了工作管理职责和
基 铜 本任务，使这项工作具 妻 体地有人抓、有人管。

畏 今年来，由于各稳定工 尉 作领导小组的用心工作 攘 ，
保证了本系统内没有 舷 出现重大的不良信访事 哗 件，没
有出现重大职责 苏 事故，没有出现重大的 妨 矛盾纠纷。

二、具体做 卞 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