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院四项专项整治工作总结报告 专项整
治工作总结(5篇)

报告是一种常见的书面形式，用于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
出建议。它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包括学术研究、商
业管理、政府机构等。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报
告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报告文章怎么写，我们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法院四项专项整治工作总结报告 专项整治工作总
结(5篇)篇一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电视电
话会议精神，切实解决我区产品质量特别是食品安全方面存
在的问题，8月底以来，根据省、市政府的统一部署，我区各
镇街道、各相关部门行动迅速，责任明确，围绕三个重点，
在注重治标的同时，着力治本，专项整治工作取得了初步成
效。

一、以政策宣传为重点，营造专项整治氛围。

一是注重企业层面的法律法规宣传，着力提高生产经营者的
责任意识。8月下旬，区质监分局专门召开了全区食品生产企业
《特别规定》宣贯会，宣传和讲解国家法律对食品企业的要
求。结合排查和执法检查，质监人员每到一家就把《特别规
定》和《南湖区不安全食品召回实施细则》送到企业主的手
中。区工商分局为贯彻《特别规定》，专门印制了5000
份“告食品经营单位”的书面通知，对辖区内的所有食品经
营单位挨家挨户进行上门发放。

二是充分利用媒体优势，在注重正面宣传的同时，加大对食
品违法行为的曝光力度。8月底以来，嘉兴电视台、嘉兴电台、
嘉兴日报、南湖晚报、嘉兴广播电视报等媒体先后20多次报



道了我区专项整治的工作情况，一些严重的食品违法违规行
为被及时曝光。

二、以食品安全为重点，开展全面整治。

一是各部门行动迅速，按照责任分工实行了地毯式检查。质
监分局以糕点、豆制品、酱腌菜、饮用水、冷饮等五类食品
为整治重点，分区域开展全面的执法检查，共出动人员452人
次，检查小企业、小作坊127家，并对其中的6家进行了立案
查处。工商分局开展了农村放心店“回头看”活动，组织各
农村放心店、监督站(点)进行自查，再由各工商所复查，对
发现的问题立即予以整改处理，确保农村放心店、监督
站(点)符合标准和要求。市卫生监督所积极配合南湖区的专
项整治，集中力量，加班加点。为规范企业经营行为，他们
还专门制作了餐饮行业的规章制度，并送户上门。

二是部门协同，联合执法。在实施分头检查，分别整治的基
础上，区领导小组先后三次组织工商、卫生、质监、农经、
三产等部门，对余新、大桥、七星等重点地区的食品企业和
经营户进行了联合执法检查。

三、以迎接国家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现场会检查为重点，加快
推进专项整治。

区政府和各相关部门把全国现场会的检查作为检验前一阶段
专项整治成果、全力推进全区专项整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机遇，
予以高度重视。一是根据上级要求，部署任务，落实责任到
镇、到村、到部门，并确定了以余新、大桥、七星三个乡镇
为整治重点。各相关部门和延线各镇根据分工和整治方案的
要求，对三条线路的沿线企业和经营单位，加强了监督检查
的力度。质监分局由局长亲自带队，挨家挨户检查企业落实
整改的情况，并帮助企业建立完善管理制度和管理台帐。工
商分局由主管局长挂帅，组成三个执法检查组，确保车辆、
确保人员，并落实责任区，逐点进行检查部署。区卫生部门



抽调力量，放弃休息时间，对余新、大桥、七星等区域的小
餐饮、学校食堂、小副食品店等重点行业加强整治力度，全
力以赴投入整治行动。

在整治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和各部门、乡镇街道的通力合作
下，整治工作初见成效。

一是摸清的监管对象的底数。如质监部门通过全面排查，发
现了新增的糕点小作坊16家;药监部门对药品的生产、经营单
位进行了清查，全区共有药品生产企业2家，零售批发企
业183家。

二是各部门严格行政执法责任制，健全了执法联动机制，形
成了强大声势，加大了对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打
击惩治力度。整治行动开始至今，区政府多次召开联席会议，
讨论食品整治中遇到的难点和解决办法，各镇(街道)和各职
能部门群策群力，通力合作，使整治提前出现成效。截止目
前，质监部门已对6家企业进行了立案查处，责令10家企业限
期整改，并拟移送证照不全的生产加工主6个。三产部门在整
治中收缴违法肉品2542公斤。药监分局查获7起违法案件。

三是在整治的高压态势下，企业的守法意识明显提高。生产
加工环节中，取得qs食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能按质量管理体
系的要求，严格对原材料进行把关，对产品实行出厂检验;小
企业、小作坊经过前期整改，进一步规范了进货验收和食品
添加剂使用登记、卫生管理等四项制度。流通环节中，南湖
区市区食品市场、超市100%建立了食品进货索证索票制度，
乡镇、街道和社区食杂店100%建立食品进货台帐制度。

法院四项专项整治工作总结报告 专项整治工作总
结(5篇)篇二

一、加强领导、全面摸底，认真制定实施方案。



自苍溪县教育系统20xx年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百日行动”实
施方案”下发后，我们召开了专门会议，认真落实学校建设
食品安全工作要求和餐饮业专项整治方案，确保全校师生饮
食安全。 1、学校成立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
小组，由校长冉宗文同志任组长，由学校分管安全后勤副校
长李国权同志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李国权同志
兼办公室主任，全乡完小和村小一把手亲自抓整治工作，明
确一名负责人主抓整治工作。 2、认真做好学校食堂摸底工
作，于4月20日下发通知，就我乡学校食堂基本情况进行重新
统计，从统计的情况看，全乡村完小学校有食堂4个，其中有
学生寄宿就三餐的学校食堂1个，只有寄中餐的学校食堂3个;
全乡学校食堂从业人员9人，其中有9人有健康证，持证率
为100%。全获得餐饮服务许可证，持证率为100%(村小根据县
级要求未办理餐饮服务许可证)。 3、认真制定学校食堂食品
安全整治实施方案，4月17日，县教科局以苍教科函
字[20xx]31号通知印发了《苍溪县教育系统20xx年食品安全
专项整治“百日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各县属学校认真贯
彻落实，各乡、镇将《方案》印发至各中小学校，并认真组
织实施，《方案》分指导思想、整治范围、整治目标和内容、
时间及步骤和工作要求等几个部分，明确分四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动员部署阶段(20xx年4月上旬);第二阶段为组织实
施阶段(20xx年4月11日--6月30日)。第三阶段为总结验收阶
段(20xx年7月1日--7月31日)。第四阶段：巩固提高阶
段(20xx年8月1至12月底)。

二、加强宣传发动，认真开展第一阶段的整治活动

为提高工作效率，使全校食堂从业人员和师生员工的食品的
食品安全意识不断增强，消除学校食品安全隐患，杜绝群体
性食物中毒事件发生，确保学校饮食安全。首先我们于20xx
年4月22日下午召开了全乡食堂管理人员与食品加工人员会议，
与会人员12人全部到齐。会上冉宗文同志阐述了开展这次食
安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意义。李国权就食品安全知识作了相



关培训，最后就整治工作进行了布置。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了
学校食堂各岗位卫生责任制，食物采购台帐，食堂食物留样
登记本等。其次是全乡各食堂负责人就认真贯彻了会议精神，
对照要求认真组织了自查自纠工作，并对全乡所辖学校进行
了地毯式的检查，对检查和自查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对存
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限期整改，进一步完善了学校食品及加
工管理制度，第一阶段整治行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已经初见
成效。

三、明确职责，联合督查，认真开展第二阶段的集中整治行
动。

1、好的方面

(1)制度健全，学校基本都建立了校长负责制，管理人员安全
责任制，从业人员岗位卫生责任制，食品采购、索证、验收
制度，责任追究制度，食品留样制度，应急处理措施和事故
报告制度。各项卫生安全管理制度齐全。

(2)97%的食堂及周边的环境卫生较好，卫生检查记录齐全。
目前我校虽说食堂及加工场所的建筑陈旧，条件较差，但工
具摆放整齐，清洁清扫工作都尽力而为了。

(3)从业人员较以前素质有很大提高，持健康证率达100%以上，
员工没有留长发、长须、长指甲现象，没有随地吐痰，上班
时抽烟等现象。100%以上从业人员能着装上岗。

(4)学校食安知识宣传氛围浓厚，学校基本都有食安知识宣传
栏、墙报，有的还有宣传标语和横幅，学校有食安知识讲座，
学生自我防范意识增强。有的学校将有关制度公布在就餐场
所，接受学生监督。

(5)食堂的食物(含添加剂)的采购、贮存、加工、销售、消毒、
保洁等环节较整治前都有进步，食品原料仓库储存食物上架



率，隔墙率达100%以上。肉食储存进冰箱率达100%。生熟分
开，食用品与非食用品基本能分开存放，基本没有采购高危
食品现象。

2、存在的问题

(1)台帐和索证虽然97%能实行，但有的不够不完善，有的太
细工作量大，难以坚持，有的索票没有粘贴在台帐上，有的
索证不全，达不到追根溯源的目的，需要完善。

(2)食堂基础设施差，主要是房屋建筑差，防漏现象严重，且
厨房加工区不能进行有效地全封闭，导致防蝇工作难度系数
较大，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四、下步工作

1、认真搞好第三阶段的巩固提高工作，对发现的问题督促整
改，并进行复查。

2、加大食堂建设的投入，改善硬件设施，新建和改建食堂前
认真履行预防性卫生监督职责。

总之，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整治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
广，工作难度大，我们一定齐心协力，由几个部门形成合力，
严厉打击加工和流通领域的违法行为，狠抓源头治理，加强
学校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对违规
操作行为也要严肃查处，实行责任追究，确保学校师生饮食
安全，确保学校和谐平安。

法院四项专项整治工作总结报告 专项整治工作总
结(5篇)篇三

根据文件精神，结合本镇实际，制定印发了开展春季学校及
学校周边餐饮环节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成立了专项



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确保此次活动高效有序开展。

xxxx镇现有学校1所（含幼儿园），学校有1所食堂，学校周
边有小餐饮店4户。

一是认真开展对学校食堂的检查。现场检查了学生食堂食品
原料的采购索证和进货台帐、食品加工场所的卫生条件、食
品加工用具和餐饮具的清洗消毒、卫生设施和设备的检修和
运转、食品留样等情况。重点对中小学营养餐计划中的蛋奶
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在查验过程中，没有发现过期的蛋奶及
肉制品。

二是检查各小餐饮店“餐饮服务许可证”、食品从业人
员“健康证”持有情况，对证件过期、到期的，督促其到相
关部门进行更换，完善经营的合法性。对小餐店食品加工环
节卫生、从业人员个人卫生进行检查，要求严格按照原料、
半成品、成品加工程序进行加工操作，防止生熟交叉污染，
并完善餐饮用具消毒、保洁设施，必须建立购销台帐，完善
索证索票，验收、登记制度，做好经营场所的卫生。

经过严格检查，发现学校周边餐饮摊点存在没有办理许可证
的情况，台帐建立也不完善，部分消毒柜没有投入使用，三
防设施不到位、卫生条件差、学生食堂留样密封简陋等问题。
对检查出来的问题要求学校全面落实食品卫生安全校长负责
制，严格明确食品卫生管理员工作职责，一级抓一级，层层
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同时，要加强学校食堂从业人员进行相
关法律法规和食品卫生知识培训，强化其法律意识、掌握预
防食物中毒的相关知识，提高卫生知识水平。使每个从业人
员都能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加工操作，保证食品的清
洁卫生，从源头上消除食品卫生安全隐患。并引导学校建立
健全了食物中毒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和学校
食品卫生责任追究制度，提高学校领导和食堂管理人员的责
任意识、安全意识和防范意识。



（一）继续加大对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做到人人知晓食品
安全整治行动，人人参与食品安全整治行动，充分发挥群众
监督食品安全的作用。

（二）要求和监督学校继续严把食堂原材料安全关，重点做
好原材料农产品的生产、及国家禁止的不合格原料进入校园
餐桌，认真做好各项食品安全留样记录。

（三）计划20xx年6月，对xxxx中心小学校长、食堂从业人员、
食杂店从业人员、学生进行卫生法律及卫生安全知识培训。
通过培训，提高学校师生、食堂负责人及从业人员的食品卫
生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为确保学校食品安全打下坚实的基
础。

法院四项专项整治工作总结报告 专项整治工作总
结(5篇)篇四

一、加强领导，强化业务培训

1、为确保这次专项整治工作有序开展，所领导高度重视，制
定了监督所消毒产品专项监督检查工作计划，成立了领导小
组，明确了工作重点和责任分工。

2、组织卫生监督员进一步学习《消毒管理办法》、《消毒产
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范》、《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各项内
容书写要求》、《卫生部关于调整消毒产品监管和许可范围
的通知》，做到检查标准一致。

3、建立举报制度，设立了举报电话、举报信箱，并向社会予
以公布。

二、宣传

卫生监督员每到超市、药店、保健品店向销售人员详细讲解



消毒产品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基本识别常识;在顾客较多的超市
内宣传讲解消毒产品知识并耐心解答顾客有关消毒产品方面
的咨询。在专项监督检查期间现场培训工作人员达150人次。

三、检查重点

抗(抑)菌制剂标签、说明书是否有暗示疗效等违法宣传情形;

法院四项专项整治工作总结报告 专项整治工作总
结(5篇)篇五

本学期，在上级主管部门、园领导的监督管理下，幼儿园坚持
“以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扎扎实实做好消防安全工
作，提高师生安全防范能力，确保学校、师生生命的安全。

一、高度重视，提高消防安全工作的认识

幼儿园将消防安全工作放在首位，重视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在教师、幼儿中广开展消防知识的教育活动，提高全园师生
安全防范的意识，做到消防安全警钟长鸣，长抓不懈。

二、加强领导，健全组织

为了切实做好学校消防安全工作，幼儿园建立了以园长为组
长组成的消防安全领导小组、义务消防队，按“谁主管，谁
负责” “谁在岗，谁负责”的原则，掌握灭火的知识与技能，
熟悉幼儿园应急疏散预案组织实施，监督检查日常的防火安
全。

三、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宣传了解火灾危害和自救逃生常识

为了让全园师生进一步认识火灾危害，掌握一旦发生险情自
救逃生的常识，各班利用图片、故事、观看专题片等形式，
开展消防安全教育。



四、制定措施、落实制度

建立消防安全工作各项制度，增强教职工的岗位责任，使防
火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做到三个
结合：全园的检查和重点部位检查相结合，平时小检查和节
假日大检查相结合，检查和整改相结合。


