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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是在一段时间内对学习和工作生活等表现加以总结和概
括的一种书面材料，它可以促使我们思考，我想我们需要写
一份总结了吧。优秀的总结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
么写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总结书优秀范文，希望大
家可以喜欢。

设备维修年度工作总结篇一

20__年11月11日我单位接到公司动力装备处下发的”关于搞
好20__年度冬季设备检修工作的通知”，接到通知后，我们
机动科于11月未起，认真组织，周密计划，详细安排，踏实
工作，较好的完成了相关任务。根据通知要求，我们对本单
位在用的所有车辆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检修和维护保养。落实
通知精神，进一步结合我厂工作实际，从以下几方面具体完
成了工作：

为配合此次检修工作，我厂专门成立了相应的领导小组，由
厂主管领导牵头负责，组织财务科、生产科、采油队、供应
科等各二级单位共同配合，并召开了专项会议。展开工作前，
整理思路，明确分工，落实了有关的资金、配件、修理厂家
等一系列问题。任务分配明确，责任落实到人，为检修工作
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领导小组首先派遣专人，深入各个基层了解情况。对设备的
技术状况，存在的问题，提前作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从中，
确定了修理项目，修理进度以及相关的质量标准。这对于检
修工作计划的制定，起到了不可或的作用。

在具体检修的过程中，我工作人员把质量关，严格执行检修
计划，努力作到：时间少、误差小、质量好、效率高，在质



量验收上，不放松任务细微环节。积极协调，以解决问题，
遇到需要动力装备处协调的问题，我们及时上报，使之得以
顺利解决。

我厂主要对井下队、修井队的40部车进行了维修保养工作安
排，对其中6部车的发动机进行了三保，3部工程车的工程部
分进行了维修保养。特别对各单位的12t吊车、8t吊车、通井
车、捞油车等专业设备车辆的各个部位进行了全面、细致的
检查修理。值得说明的是，长江产的12t吊车，由于底盘、机
器、闸箱均属不同厂家产品组配，每次在施工运行中闸箱多
次出现箱体裂缝等问题，我们组织修理厂家、使用单位并多
次与生产厂家联系、座谈，最终总成变更匹配，现在在磨合、
试验。本次冬季设备检修我厂在全面开展一般性检修工作的
基础上，合理安排，即顾全大局，又重点突破。截止检修工
作完成，我部检查维修的车辆共8台，按时完成了相关的检修
任务。

在此次检修工作过程中，我厂充分发挥了大胆挖掘自身修理
潜力，能自己动手完成的任务，尽量不动用修理厂。最大程
度的打挖掘自身潜力，节约资金。必须外修的设备，全部在
公司定点修理厂优选几家进行修理。在质量验收方面，基本
作到：该审扣的严格审扣，该拒付的坚决拒付。资金审核严
谨，滴水不漏。

依据通知要求，冬季设备检查工作已于20__年12月31日前圆
满结束。各项资金审核也以完毕。等待相关人员的验收。

此次冬季设备检修工作的顺利完成，是我厂工作人员辛勤努
力的结果，更与各级领导、各相关科室的大力协作是分不开
的。我单位在接到通知后，认真组织部署，力求把各项工作
落到实处。冬季设备检修是必须要的，也是必须的，它是设
备保养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也是设备技术性能恢复的有
力保证。作好此次检修工作意义重大。



设备维修年度工作总结篇二

  1、从一而终，检修项目实施专人负责制。

  为了保障装置检修顺利进行、严把检修质量关，车间抽
调运行工程师、班长等骨干力量，做到每个检修项目都有专
人现场负责，且互不交叉。现场负责人是该项目的施工进度
员、检修质量员、施工监督员、施工设施、材料协调员。在
检修工作开始前施工现场负责人必须熟悉该项目的检修目的、
目标，施工内容、安全措施、所需物资等内容，将检修所需
的物资、工具、安全防护用具协调到指定位置，为检修做好
后勤保障。

  2、以检修进度表为指南，合理安排检修工作，确保检修
如期完成。

  为了在装置短暂停车期间如期、保质完成检修任务，我
们与检修人员详细合计检修工作量，制定了严格、细致的检
修进度表与日检修工作内容。车间要求现场负责人对检修工
作量做到不抢前不落后，严格按检修进度表执行。对于检修
进度我们执行“日报”制度，各项目现场负责人每天汇报当
日检修工作完成情况及次日工作计划。对于没有完成当日工
作量的项目，我们与施工人员共同分析原因，制定整改方案
与工作计划，合理掌控检修时间，进而保证了施工进度按照
预期计划顺利完成。

  3、以“四有”工作法为检修指南，严把检修质量关。

  在整个检修过程中我们坚决贯彻“四有”工作法，严格
执行集团相关管理制度，施工队伍必须根据施工进度提前办理
《施工作业票》、《用电票》、《动火票》、《进入有限空
间作业票》等相关手续，不办理完手续，不具备施工条件的
坚决不允许施工，真正做到不走过场，不怕麻烦，步步有确
认，项项有落实。现场负责人负责对施工人员的安全防护措



施进行监督，对于不服从管理的人员有权停止其检修工作，
同时对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情况进行检查，填写检修项目施工
记录表，对《检修施工规程作业》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有效
的保证了施工安全与施工质量。

  在施工项目质量验收上，我们采取现场验收的方法，施
工队现场负责人、车间专业人员、生产办专业人员、项目现
场负责人每天均对施工队伍的施工工作量进行现场确认、记
录，进而有效的保证了施工签证的准确和施工质量的合格。

设备维修年度工作总结篇三

  1、个别单位领导对电教工作认识不高，没有相应管理制
度和措施。主要表现有：无工作计划，无专用教室制度，档
案不齐全，记录不详实。对电教知识培训、电教设备运用重
视不够、措施无力。有的领导或多或少存在着不会用、不敢
用、不让用、怕用坏、怕费电的现象。

  2、个别学校设备管理不到位。如设备不在专室使用，有
挪用、借用现象，专室卫生较差，甚至有的单位房顶漏雨，
设备被“洗澡”现象。

  3、个别学校在电教设备维修维护中，存在“等、靠”思
想，损坏设备得不到及时维修，不能正常为教学提供服务。

  5、少数管理员、信息技术教师专业素质偏低，基本功亟
待提高。

  各单位要结合本次活动，对照有关电教工作文件要求，
认真总结，进一步提高认识，查找不足，重新完善电教工作
的管理制度，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做好信息技术教学工作，
保证电教设备能正常为教育教学服务，发挥电教设备在“强
力提师能，创建新课堂”中的优势和作用，力争本单位的电
教工作上一个台阶。



设备维修年度工作总结篇四

  1、化整为零，以点检数据、设备性能为依据，合理制定
检修计划 本着涉及安全生产问题的项目一项不落，不必要的
项目一项不上的原则 根据装置停车检修期短这实际情况，我
们依据日常点检中积累的每台设备的主要性能数据，组织技
术人员及运行工程师讨论该设备的运行数据，判定该设备运
行状况。以年度检修计划为指导，将09年检修计划合理的按
排在每月的停车检修期内。

  2、周密计划，精心组织，确保检修顺利进行。

  为了为保证各项检修工作安全、平稳、有序、受控进行，
我们要求项项工作有方案，根据各检修项目，每次装置停工
前召开车间专业检修会议，确定本次停车检修项目并修定、
细化本次检修项目的施工进度表、动火项目一览表、工艺置
换方案等一系列具体操作方案。

  根据“五精”管理方法，我们对每一个检修项目都编制了
《检修规程作业指导》详细规定了该检修项目的工作内容、
施工所需设施、工具、防护用具、物资，施工步骤，并规范
了检修动作。

  3、加强施工过程监督控制，做到步步有确认。

  为加强检修各施工项目过程管理，做到步步有确认，我
们要求检修过程中必须执行《化工集团施工作业票》、《外
委施工现场确认单》、《外委项目界面交接单》、 《检修项
目施工验收单》、《动火票》、《用电票》、《用水票》、
《进入有限空间作业票》等检修票据和记录，通过上述作业
票的实施，使整个检修作业过程中的各个项目均处于受控状
态。



设备维修年度工作总结篇五

为加强电化教学管理，提高电教设备应用水平，根据工作安
排，电教信息中心于x月中下旬，开展了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学
听课、调研和电教设备普查维修、专室培训工作。这次活动，
共调研学校x余所，听电教课x节，发放调查问卷x余份，维修
电教设备x余台（套）。现将有关情况总结如下：

多数学区、国办学校能够认识电教工作的重要性，学校结合
教学实际制定了电教工作计划、校级信息技术培训方案、各
专室管理制度等。在这次活动中，大部分校长都能积极准备，
并随同调研或听课，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现场办公，落实到人，
绑定责任，收到了较好的效果。随同调研电教设备的校长
有：xx等。

大部分单位电教设备都能在指定专室使用，登记造册，纳入
固定资产序列，指定专人负责管理。专用教室设备保护较好，
使用率高，使用记录详实，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电教设备的作
用。对电教设备进行编号排序，逐机登记建立“身份证”。
多数单位电教教学资源能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充实，利用率大
有提高。专室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在工作中大有提升。

设备管理工作较好单位有：xx。设备完好率、使用率较高的学
校有：xx中学等。

绝大部分学校能够按照信息技术教学大纲要求，在三年级以
上开设信息技术课。信息技术教师能够做到课程有安排，上
课有教案，课后有练习。计算机教室有上机登记册并记录详
实，与教学进度相符。课上学生们争先恐后的回答问题，小
组合作、一帮一、优带差等教学手段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气氛。
信息技术课程开设较好的单位有：xx小学等。责任心强、业务
能力好、上课效果好的教师有：xx等。



1、个别单位领导对电教工作认识不高，没有相应管理制度和
措施。主要表现有：无工作计划，无专用教室制度，档案不
齐全，记录不详实。对电教知识培训、电教设备运用重视不
够、措施无力。有的领导或多或少存在着不会用、不敢用、
不让用、怕用坏、怕费电的现象。

2、个别学校设备管理不到位。如设备不在专室使用，有挪用、
借用现象，专室卫生较差，甚至有的单位房顶漏雨，设备
被“洗澡”现象。

3、个别学校在电教设备维修维护中，存在“等、靠”思想，
损坏设备得不到及时维修，不能正常为教学提供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