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长制乡镇每月简报 乡镇上半年林长制
工作总结模板

总结的内容必须要完全忠于自身的客观实践，其材料必须以
客观事实为依据，不允许东拼西凑，要真实、客观地分析情
况、总结经验。总结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
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总结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河长制乡镇每月简报 乡镇上半年林长制工作总结模
板篇一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一、2022年上半年完成的主要工作

（一）林长制工作

1、及时调整镇村级林长。×镇镇级林长×人，村级林长6人。
认真安排、检查各级林长按照巡林要求开展巡林活动，镇级
林长每月巡林1次，村级林长巡林3次，通过智慧林长统计，
各级林长都认真的开展巡林。

2、加强护林员管理。为充分调动工作积极性，对护林员实行
月考评，考评结果与工资挂钩。1-6月调整村级护林员4名，
调整生态护林员×名。

3、认真开展五绿示范点建设。×镇为县级毛竹产业示范点，
主要开展毛竹加工和基地建设。在×村的×竹材加工园新建
毛竹加厂房×平方米。在全镇6个村开展竹林结构调整×亩，



现已完成×亩，到8月底全部完成。在×、×村建设毛竹运输
机耕路5公里。

（二）营造林及林业产业工作。

1、全面完成县下达营造林任务。县下达本镇人工造林任务18
亩，现已全部完成，并通过县林业局验收。3月10日，组织全
镇干部在×村开展的3.12义务植树活动，当天栽植樱花300多
株，并带动了全镇义务植树活动，全镇义务植树5.5万株。开
展×街道省级森林村庄的创建工作，通过前期规划和组织实
施，现已达到创建目标。

2、开展以毛竹结构调整为主的林业抚育工作。

（1）省级退化林修复3000亩，按时开展了规划设计工作，并
开展了修复工作，现已完成。

（2）大别山水土保持修复项目1000亩，主要规划
有×、×、×等村，现完成600亩。

3、开展油茶等高效经济林扶贫基地管护工作。2022年是基地
管护的最后一年，为了确保年底本镇油茶生长验收达标，于4
月12日下发了×政办【2022】47号《关于开展油茶产业扶贫
基地春季抚育检查的通知》，镇决定，2022年油茶基地还是
由原先签订《管护协议》的施工队负责，年底开展总验收，
验收合格，付2021-2022年2年的管理费，不合格不再付管护
费，交给当地群众管护，2023年验收合格后付管理费。

根据县林业局【2022】45号文件的要求，本镇于6月1日召开
了油管护和自查验收会议，组织开展夏季抚育及自查验收工
作，促进了油茶生长。

（三）枯死松树清理工作。



1、认真开展监测调查按规定上报监测结果。

材料

。并通过了县组织的第三核查工作。

3、根据《关于持续开展松材线虫病疫木检疫执法专项行动的
通知》的通知，4月27-28日镇林业站、执法大队，在全镇开
展了一次疫木检疫执法管理专项行动。边宣传边清理，重点
检查松树疫木的利用及松木疫木违法交易的情况。突击检查
未发现问题，群众利用松木当燃料的也很少，通过宣传，更
加提高了群众的认识。

（四）森林防火工作。

1、在森林防火期，利用广播、会议、标语、全方位开展森林
防火的宣传工作，提高群众防火意识。利用护林员的网格化
管理，加大对野外用火的监管，减少野处用减少火灾隐患。

2、加强重点人群监管，智障人员、老人等特殊人群是引发森
林火灾的重点人群，我们通过排查，落实监护责任。强化重
点时段的火源管控，春节、元霄节、清明节是森林火灾发生
的重点时段，在此期间，组织全社会广泛宣传，死看硬守，
绝对禁止野生用火，保证了今年没有发生火灾。

3、加强火灾扑救的应急准备。组织的应急队伍，镇成立以年
青镇干为主的镇应急队50人，村成立了没外出青年为主的村
应急队30人，开展森林扑灭火灾的指挥和扑救。真正做到一
旦发生，立即扑救。

6、资源管理工作。

（1）做好辖区内的资源管理工作。通过落实护林员网格化管
理，使本镇的每片山场都有人管理，出现破坏森林资源的事



情，能得到及时发现和制止，减少了森林资源的破坏，全镇
目前无较大林业案件。

（2）及时开展森林资源专项行动。

春季以来，本镇十分重视森林资源的管理工作，特别是以映
山红、兰草花为主野生植物，以珍稀动物为主野生动物的宣
传，发放《关于禁止非法采挖、猎捕、交易新增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植物告知书》500份。立案查处1起捕猎夹板龟的行
政案件。在此期间镇执法大队，立案查处滥伐林木案件2起。

二、工作中存在问题

1、林业工作以外业工作为主，林业站人员年龄偏大，野外工
作能力有限，虽然能完成各项林业工作任务，但质量不高，
需要调整充实年轻人员参与林业工作。

2、森林资源管理执法力度弱。由于机构改革，林业行政执法
由镇执法大队负责，由于执法大队执法事务多，林业执法力
度弱，少量破坏森林资源的行政案件不能及时查处到位，森
林资源管理力度大为减弱。

三、下半年打算

1、克服困难，主动作为，全面完成县林业局下达的以森林抚
育为主的林业生产任务。

2、认真开展以枯死松树清理为主的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全
面清理本镇的枯死松树，加强外来松木管控，减少松材线虫
病在本镇的危害。

3、认真开展森林防火工作，在防火期期间，及时调整防灭火
领导和建立防灭火应急队，修定《防灭火应急预案》，加强
森林防火宣传，加强火源管管控，确保不发生森林火灾。



4、认真开展森林资源管理工作。下半年，是森林资源管理关
键时期，以开展森林图斑核查为依托，全面开展森林资源清
理，对出现各种林业违法案件，快速立案查处，通过打击林
业违法行为，教育群众，自觉遵守林业法律、法规，减少毁
林案件的发生，维护林区秩序的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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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篇二

乡党委、府就该项工作召开了专题工作会议，成立了由党委
书记任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对河长制工作进行了全面细致
部署，明确了由乡党委书记、乡长任乡级总河长，村支部书
记、村主任任村级河长的河长制，形成了乡村两级齐抓共管
的工作局面，成立了河长制工作办公室。

为全面了解辖区基本情况，乡党委、府安排分管领导带领乡
河长制办公室工作人员就辖区河道进行了全面摸底调查，形
成了《基本情况调查报告》，建立了一河一档，编制一河一
策方案形成了《“河长制”工作目标、问题、任务和责任清
单》，形成了问题台账，细化了工作措施，明确了工作目标，
为河长制工作推进奠定了基础。

为扎实开展河长制工作，党委府制定了《贯彻落实〈关于全
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实施方案》的通知》《全面推行河长
制工作方案》等文件，明确了工作制度，细化了工作目标，
明确了工作措施，为河长制工作开展提供了指导性意见。

1、组织开展巡河。乡党委书记、乡长牵头，组织相关工作人
员及村级河长多次开展巡河检查，形成巡河记录，对查出的
问题立即整改。

2、设置河长制公示牌。由乡河长制牵头，统一制作了河长制



公示牌1个、村级河长制公示牌7个，辖区乡、村2级河长制公
示牌已于8月14日全部安装到位。

3、拆除江边垃圾池。在巡河检查中，乡府发现下窑坝村农村
生活垃圾池距较近，垃圾未入池，乡府当即责令该村立即拆
除该垃圾池，并对卢圾进行清理。

4、开展污水沟整治。由于尚未修建污水处理厂，场镇污水由
污水沟直排入，乡党委府已责成碾盘垭村修建化粪池、污水
存储池，将场镇污水进行暂存，阻止污水直排入河。

5、进行河道清理。由严江各村组织人员30余人次，就辖区河
道岸边垃圾进行清理，打捞河道漂浮物吨，水葫芦、浮萍等
水生植物吨。

6、落实河道保洁人员。由沿江各村设置河道保洁员对河道进
行定期保洁，现设有专兼职保洁员14人。

虽然我乡在河长制工作上做了一些工作，但离上级的要求还
有较大的差距，还存在工作经费不够、河道保洁不彻底、河
道漂浮物、水葫芦、浮萍等打捞不彻底、沿江砂石料场较多、
采砂船污染、农村面源污染等问题。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乡
将严格按照中、省、市、县各级要求，严格落实河长制工作
要求，进一步强化河流点、面源污染治理，建立河道常态化
保洁机制，为建设“亲水南部”营造良好的水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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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篇三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源头治水、科学治水、联动治水
的指导思想，建立“河长制”管理制度，全面开展水环境综
合治理工作。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分级落实、共同
监管”的精神，建立健全职能部门督促指导、乡镇负责管理、
广大群众共同参与的河道管理长效机制，修复水生态功能，



确保交界断面水质考核合格和饮用水源安全，促进我镇经济
社会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

通过综合整治和加强监管，切实改善河道水质及周边生态环
境，通过几年努力，河道水质进一步提高，基本实现“水清、
流畅、岸绿、景美”的目标。

**境内3条主河道及支流全面落实“河长制”，分河长、河段
长和河道管理员。按照“属地管理、分段负责”的原则，原
则上由河道流经村的村委主任担任河道管理员，若有人员变
动，自行调整。。

各村应当根据乡镇“河长制”方案，积极协助做好本区域内
河道保洁工作，可以制定村规民约或者居民公约，引导广大
群众自觉保持河道清洁，维护生态平衡。

(一)各级河长职责

1.河长。是责任水系总领导，负责水生态、水环境持续改善，
组织开展检查、考核工作，协调落实相关热点难点问题,督促
河段长加快推进各项整治工作。

2.河段长。是责任河道综合治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协助河
长开展检查、考核等工作，做好对河道管理员的监督指导。
承担河道治理的牵头、协调和管理等职责，按照县委、县政
府工作要求，积极开展河道整治工作。开展辖区内河道管理
热点难点问题调研，提出河道管理新思路、新方法，并配合
相关部门开展集中整治，制定辖区内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
标，落实工作任务。

3.河道管理员。是责任河段的具体负责人，主要承担以下工
作：

(1)协调执法部门对河道污染进行调查处理;



(2)河道的日常疏浚、清障、保洁工作，开展河道管理日常巡
查;

(3)河道的乱搭乱建、乱堆乱放行为处理;

(5)对河道内病死动物及病死动物产品要及时告知农业、卫生
等部门;

(6)服从镇里统一安排和调度，配合做好突击性保洁工作;

(7)设置具有保洁人员名单，监督电话等内容的宣传标牌;

(8)确保河道整治无事故，安全设施齐全;

(9)收集管理资料，建立相应保洁台账，及时上报信息;

(10)做好突发事件处理，并及时汇报;

(11)做好河道保洁宣传工作，引导大家自觉保持河道清洁。

(二)主要职能部门职责

主要职能部门要落实专人，建立相应机制，负责做好职能范
围内工作的指导、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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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篇四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源头治水、科学治水、联动治水
的指导思想，建立“河长制”管理制度，全面开展水环境综
合治理工作。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分级落实、共同
监管”的精神，建立健全职能部门督促指导、乡镇负责管理、
广大群众共同参与的河道管理长效机制，修复水生态功能，



确保交界断面水质考核合格和饮用水源安全，促进我镇经济
社会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

通过综合整治和加强监管，切实改善河道水质及周边生态环
境，通过几年努力，河道水质进一步提高，基本实现“水清、
流畅、岸绿、景美”的目标乡镇河长制开展情况工作总结乡
镇河长制开展情况工作总结。

境内3条主河道及支流全面落实“河长制”，分河长、河段长
和河道管理员。按照“属地管理、分段负责”的原则，原则
上由河道流经村的村委主任担任河道管理员，若有人员变动，
自行调整。

各村应当根据乡镇“河长制”方案，积极协助做好本区域内
河道保洁工作，可以制定村规民约或者居民公约，引导广大
群众自觉保持河道清洁，维护生态平衡。

（一）各级河长职责

2、河段长。是责任河道综合治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协助河
长开展检查、考核等工作，做好对河道管理员的监督指导乡
镇河长制开展情况工作总结工作总结。承担河道治理的牵头、
协调和管理等职责，按照县委、县政府工作要求，积极开展
河道整治工作。开展辖区内河道管理热点难点问题调研，提
出河道管理新思路、新方法，并配合相关部门开展集中整治，
制定辖区内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落实工作任务。

3、河道管理员。是责任河段的具体负责人，主要承担以下工
作：

（1）协调执法部门对河道污染进行调查处理；

（2）河道的日常疏浚、清障、保洁工作，开展河道管理日常
巡查；



（3）河道的乱搭乱建、乱堆乱放行为处理；

（5）对河道内病死动物及病死动物产品要及时告知农业、卫
生等部门；

（6）服从镇里统一安排和调度，配合做好突击性保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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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篇五

乡党委、府就该项工作召开了专题工作会议，成立了由党委
书记任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对河长制工作进行了全面细致
部署，明确了由乡党委书记、乡长任乡级总河长，村支部书
记、村主任任村级河长的河长制，形成了乡村两级齐抓共管
的工作局面，成立了乡镇河长制工作办公室。

为全面了解辖区基本情况，乡党委、府安排分管领导带领乡
河长制办公室工作人员就辖区河道进行了全面摸底调查，形
成了《乡镇基本情况调查报告》，建立了一河一档，编制一
河一策方案形成了《乡镇“河长制”工作目标、问题、任务
和责任清单》，形成了问题台账，细化了工作措施，明确了
工作目标，为河长制工作推进奠定了基础。

为扎实开展河长制工作，乡镇党委府制定了《乡镇贯彻落实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实施方案》的通知》《乡镇
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等文件，明确了工作制度，细化
了工作目标，明确了工作措施，为河长制工作开展提供了指
导性意见。

1、组织开展巡河。乡党委书记、乡长牵头，组织相关工作人
员及村级河长多次开展巡河检查，形成巡河记录，对查出的
问题立即整改。



2、设置河长制公示牌。由乡河长制牵头，统一制作了乡镇河
长制公示牌1个、村级河长制公示牌7个，辖区乡、村2级河长
制公示牌已于8月14日全部安装到位。

3、拆除江边垃圾池。在巡河检查中，乡府发现下窑坝村农村
生活垃圾池距较近，垃圾未入池，乡府当即责令该村立即拆
除该垃圾池，并对卢圾进行清理。

4、开展污水沟整治。由于尚未修建乡镇污水处理厂，乡镇场
镇污水由污水沟直排入，乡党委府已责成碾盘垭村修建化粪
池、污水存储池，将场镇污水进行暂存，阻止污水直排入河。

5、进行河道清理。由严江各村组织人员30余人次，就辖区河
道岸边垃圾进行清理，打捞河道漂浮物吨，水葫芦、浮萍等
水生植物吨。

6、落实河道保洁人员。由沿江各村设置河道保洁员对河道进
行定期保洁，现设有专兼职保洁员14人。

虽然我乡在河长制工作上做了一些工作，但离上级的要求还
有较大的差距，还存在工作经费不够、河道保洁不彻底、河
道漂浮物、水葫芦、浮萍等打捞不彻底、沿江砂石料场较多、
采砂船污染、农村面源污染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